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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多选题】下列项目中，属于转移风险对策的有（）。

A.进行准确的预测

B.向保险公司投保

C.租赁经营

D.业务外包

【答案】BCD

【解析】转移风险的对策包括：向专业性保险公司投保；采取合资、联营、增发新股、发行债券、联合开发

等措施实现风险共担；通过技术转让、特许经营、战略联盟、租赁经营和业务外包等实现风险转移。进行准

确的预测是减少风险的方法。

【例题·多选题】下列有关两项资产构成的投资组合的表述中，不正确的有（）。

A.如果相关系数为＋1，则投资组合的标准差等于两项资产标准差的算术平均数

B.如果相关系数为－1，则投资组合的标准差最小，甚至可能等于 0

C.如果相关系数为 0，则投资组合不能分散风险

D.只要相关系数小于 1，则投资组合的标准差就一定小于单项资产标准差的加权平均数

【答案】 AC

【解析】根据两项资产构成的投资组合的标准差的公式可知，相关系数为＋1，则投资组合的标准差等于两项

资产标准差的加权平均数，只有在投资比例相等的情况下，投资组合的标准差才等于两项资产标准差的算术

平均数，因此，选项 A 的说法不正确；根据两项资产构成的投资组合的标准差的公式可知，选项 B 和选项 D

的说法正确；只有在相关系数等于 1 的情况下，组合才不能分散风险，此时，组合的标准差＝单项资产的标

准差的加权平均数；只要相关系数小于 1，组合就能分散风险，此时，组合的标准差＜单项资产标准差的加权

平均数，所以，C的说法不正确。

【例题·多项选择题】下列关于必要收益率的表述中，错误的有（）。

A.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必要收益率与投资者对风险的偏好无关

B.必要收益率不受通货膨胀率的影响

C.无风险收益率的变动，会导致所有投资的必要收益率发生变动

D.必要收益率等于期望投资收益、无风险收益和风险收益之和

【答案】ABD

【解析】必要收益率等于无风险收益率和风险收益率之和，选项 D错误；风险收益率的大小取决于两个因素：

风险的大小和投资者对风险的偏好，选项 A错误；无风险收益率是必要收益率的基础，无风险收益率的变动，

会导致所有投资的必要收益率发生变动，选项 C 正确；无风险收益率包括纯粹利率和通货膨胀补偿率两部分，

通货膨胀率的变动会导致无风险收益率的变动，进而引起必要收益率的变动，选项 B 错误。

【例题·多项选择题】下列指标中，能够反映资产风险的有（）。

A.方差

B.标准差

C.期望值



D.标准差率

【答案】ABD

【解析】风险的衡量指标包括方差、标准差和标准差率，不包括期望值。

【例题·多项选择题】下列有关风险对策的说法中，不正确的有（）。

A.拒绝与不守信用的厂商业务往来属于减少风险

B.采用多领域、多地域、多项目、多品种的经营或投资属于转移风险

C.采取合资、联营、联合开发等措施属于接受风险

D.有计划地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属于规避风险

【答案】ABCD

【解析】规避风险指的是当资产风险所造成的损失不能由该资产可能获得的收益予以抵消时，放弃该资产，

因此，拒绝与不守信用的厂商业务往来属于规避风险，即选项 A的说法不正确。减少风险的核心意思是“减

少”，采用多领域、多地域、多项目、多品种的经营或投资可以分散风险，即降低风险，所以，属于减少风险，

选项 B 的说法不正确。转移风险是指企业以一定代价，采取某种方式，将风险损失转嫁给他人承担。转移风

险的核心意思是“转嫁”，采取合资、联营、联合开发等措施可以实现风险共担，因此，属于转移风险，选项

C 的说法不正确。接受风险指的是风险由企业自己承受，有计划地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意味着企业承认并接受

坏账风险，对坏账风险进行合理的处置，属于接受风险。选项 D的说法不正确。

【例题·多项选择题】下列项目中，属于转移风险对策的有（）。

A.进行准确的预测

B.向保险公司投保

C.租赁经营

D.业务外包

【答案】BCD

【解析】转移风险的对策包括：向专业性保险公司投保；采取合资、联营、增发新股、发行债券、联合开发

等措施实现风险共担；通过技术转让、特许经营、战略联盟、租赁经营和业务外包等实现风险转移。进行准

确的预测是减少风险的方法。

【例题·多选题】根据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下列关于β系数的说法中，正确的有（）。

A.β值恒大于 0

B.市场组合的β值恒等于 1

C.β系数为零表示无系统风险

D.β系数既能衡量系统风险也能衡量非系统风险

【答案】BC

【解析】βi ＝第 i 项资产的收益率与市场组合收益率的相关系数×该项资产收益率的标准差/市场组合收益

率的标准差，由于相关系数可能是负数，所以选项 A 的说法错误。β系数反映系统风险的大小，所以选项 D

的说法错误。

【例题·多项选择题】关于证券资产组合，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有（）。

A.证券资产组合的收益率等于组合内各个证券收益率的加权平均数

B.证券资产组合的风险等于组合中各个证券风险的加权平均数

C.证券资产组合的风险大小受组合内各证券资产收益率的相关程度的影响

D.在风险分散过程中，随着证券资产组合中资产数目的增加，分散风险的效应会越来越明显



【答案】AC

【解析】由于风险分散效应的存在，证券组合的风险通常小于组合中各个证券风险的加权平均数，选项 B 错

误；组合内资产种类越多，风险分散效应越强。当资产的个数增加到一定程度时，证券资产组合的风险程度

将趋于平稳，这时组合风险的降低将非常缓慢直到不再降低，选项 D错误。

【例题·多项选择题】有一个由两种证券构成的资产组合，下列有关该资产组合中两种证券的相关系数的表

述中，正确的有（）。

A.当相关系数＝＋1 时，证券组合无法分散任何风险

B.当相关系数＝0时，证券组合只能分散一部分风险

C.当相关系数＝－1 时，证券组合可以分散全部风险

D.当相关系数小于 0 时，相关系数的绝对值越大，证券组合的风险分散效应越弱

【答案】ABC

【解析】相关系数的取值范围为：－1≤相关系数ρ≤＋1，由此可推出：0≤组合风险≤不变，由此可推出选

项 ABC 正确；相关系数为负值时，绝对值越大，越接近于－1，风险分散效应越强，选项 D 错误。

【例题·多项选择题】β系数和标准差都能衡量投资组合的风险。下列关于投资组合的β系数和标准差的表

述中，正确的有（）。

A.β系数度量的是投资组合的系统风险

B.标准差度量的是投资组合的非系统风险

C.投资组合的β系数等于被组合各证券β系数的加权平均值

D.投资组合的标准差等于被组合各证券标准差的加权平均值

【答案】AC

【解析】β系数度量投资组合的系统风险，选项 A正确；标准差度量整体风险，选项 B 错误；系统风险无法

被分散，投资组合的β系数（系统风险）等于组合中各证券β系数（系统风险）的加权平均值，选项 C 正确；

由于投资组合的风险分散化效应，投资组合的标准差（整体风险）通常小于组合内各证券标准差（整体风险）

的加权平均值，选项 D错误。

【例题·多项选择题】假设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成立，如果市场整体的风险厌恶程度以及其他因素不变，当无

风险收益率升高后，将会导致（）。

A.市场组合收益率上升

B.市场风险溢酬下降

C.市场组合收益率不变

D.市场风险溢酬不变

【答案】AD

【解析】市场风险溢酬由市场整体的风险厌恶感程度决定，如果市场整体的风险厌恶程度不变，则市场风险

溢酬不变，选项 D 是答案，选项 B 排除；由于无风险收益率升高、市场风险溢酬不变，则市场组合收益率上

升，选项 A 是答案，选项 C排除。

【例题·多项选择题】假设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成立，如果其他因素不变，当市场整体的风险厌恶程度提高时，

将会导致（）。

A.无风险利率提高

B.市场风险溢酬降低

C.市场风险溢酬提高

D.市场组合收益率提高



【答案】CD

【解析】市场整体的风险厌恶程度不影响无风险利率，选项 A 排除；市场整体的风险厌恶程度提高，将会导

致市场风险溢酬提高，在无风险利率不变的情况下，将会导致市场组合收益率提高，选项 CD 正确，选项 B 排

除。

【例题·多项选择题】下列各项成本费用中，属于约束性固定成本的有（）。

A.广告费

B.运输车辆保险费

C.行政部门耗用水费

D.生产部门管理人员基本工资

【答案】BCD

【解析】广告费属于酌量性固定成本，选项 A 排除；运输车辆保险费、行政部门耗用水费、生产部门管理人

员工资均属于企业的生产能力一经形成就必然要发生的最低支出，是维护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必不可少的成本，

即约束性固定成本，选项 BCD 是答案。

【例题·多项选择题】下列各项中，属于变动成本的有（）。

A.新产品的研究开发费用

B.按产量法计提的固定资产折旧

C.按销售收入一定百分比支付的技术转让费

D.随产品销售的包装物成本

【答案】BCD

【解析】变动成本是在一定范围内随业务量变动而成正比例变动的成本。选项 A 属于酌量性固定成本。

【例题·多选题】在下列各项中，可以直接或间接利用普通年金终值系数计算出确切结果的项目有（）。

A.偿债基金

B.先付年金终值

C.永续年金现值

D.永续年金终值

【答案】AB

【解析】偿债基金＝普通年金终值×偿债基金系数＝普通年金终值/普通年金终值系数，所以 A 正确；先付年

金终值＝普通年金终值×（1＋i）＝年金×普通年金终值系数×（1＋i），所以 B 正确。选项 C 的计算与普通

年金终值系数无关，永续年金不存在终值。

三、判断题

【例题·判断题】依据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资产的必要收益率不包括对公司特有风险的补偿。（）

【答案】√

【解析】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一个重要的暗示就是“只有系统风险才有资格要求补偿”。该公式中并没有引入非

系统风险即公司风险，也就是说，投资者要求的补偿只是因为他们“忍受” 了市场风险的缘故，而不包括公

司风险，因为公司风险可以通过证券资产组合被消除掉。

【例题·判断题】在折现率相同的情况下，第 10 年末 1元的复利现值系数小于第 8年末 1 元的复利现值系数。

（）

【答案】√



【解析】在折现率不变的情况下，折现期间越长，复利现值系数（1＋i）－n 越小，因此，在折现率同为 10%

的情况下，第 10 年末 1 元的复利现值系数小于第 8 年末 1 元的复利现值系数。

【例题·判断题】变动成本总额在特定的业务量范围内随着业务量的变化而成正比例变化。（）

【答案】√

【解析】变动成本是指在特定的业务量范围内，其总额会随业务量的变动而成正比例变动的成本。

【例题·判断题】当通货膨胀率大于名义利率时，实际利率为负值。（）

【答案】√

【解析】实际利率＝（1＋名义利率）/（1＋通货膨胀率）－1。因此当通货膨胀率大于名义利率时，实际利

率为负值。本题的表述正确。

【例题·判断题】必要收益率与投资者认识到的风险有关。如果某项资产的风险较低，那么投资者对该项资

产要求的必要收益率就较高。（）

【答案】×

【解析】如果某项资产的风险较小，那么，对这项资产要求的必要收益率也就小。

【例题·判断题】

为了方便起见，在通货膨胀率很低的情况下，通常可以用公司债券的利率近似地代替无风险收益率。（）

【答案】×

【解析】一般情况下，为了方便起见，通常用短期国债的利率近似地代替无风险收益率。

【例题·判断题】财务管理角度的风险是指由于各种难以预料或无法控制的作用，使企业的预期收益与必要

收益发生背离，从而蒙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

【答案】×

【解析】从财务管理的角度看，风险就是企业在各项财务活动过程中，由于各种难以预料或无法控制的因素

作用，使企业的实际收益与预计收益发生背离，从而蒙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

【例题·判断题】提高证券资产组合中高收益资产的价值比重，可以提高证券资产组合的预期收益率，而提

高证券资产组合中高风险资产的价值比重，不一定提高证券资产组合的风险水平。（）

【答案】√

【解析】证券资产组合的预期收益率是组合内各种资产预期收益率以其在组合中的价值比例为权数的加权平

均数，因此，提高证券资产组合中高收益资产的价值比重，可以提高证券资产组合的预期收益率；但是，由

于投资组合的风险分散化效应，证券资产组合的风险（标准差）通常小于组合中各资产风险（标准差）的加

权平均值，因此，提高证券资产组合中高风险资产的价值比重，不一定提高证券资产组合的风险水平。

【例题·判断题】由两种完全负相关的股票组成的证券组合不能抵消任何风险。（）

【答案】×

【解析】由两种完全负相关的股票组成的证券组合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完全正相关（相关系数＝1）时，

两种证券组合的风险等于组合内两种证券风险的加权平均值，此时不存在风险分散效应。



【例题•判断题】必要收益率与投资者认识到的风险有关。如果某项资产的风险较低，那么投资者对该项资产

要求的必要收益率就较高。（）

【答案】×

【解析】必要报酬率与认识到的风险有关，人们对资产的安全性有不同的看法。如果某公司陷入财务困难的

可能性很大，也就是说投资该公司股票产生损失的可能性很大，那么投资于该公司股票将会要求一个较高的

收益率，所以该股票的必要收益率就会较高。

【例题·判断题】市场组合的风险，只能用β系数衡量，不能用标准差衡量。（）

【答案】×

【解析】β系数是衡量系统风险的指标，标准差是衡量整体风险的指标。由于包含了所有的资产，市场组合

中的非系统风险已经被消除，市场组合的风险，就是市场风险或系统风险，即可以用市场组合收益率的标准

差衡量，也可以用β系数衡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