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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试简介

考试简介

 经济师考试也称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Economics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国家设置经济专

业技术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列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

 经济专业技术资格实行全国统一组织、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的考试制度。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负责经济专业技术资格的政策制定实施与监管。

 初级、中级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专业科目均设工商管理、农业经济、财政税收、金融、保险、运输经

济、人力资源管理、旅游经济、建筑与房地产经济、知识产权等 10 个专业类别。

二、报名条件

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遵纪守法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报名参加经济专业中级资格考试：

1、中等专业学校毕业后从事专业工作满十年，取得经济专业初级资格。

2、大学专科毕业后，从事专业工作满 6 年。

3、大学本科毕业后，从事专业工作满 4 年。

4、取得第二学士位后或研究生班结业后，从事专业工作满 2 年。

5、取得硕士学位后，从事专业工作满 1 年。

6、取得博士学位。

三、考试时间及科目

考试时间及科目

考试日期 考试科目 考试时间

2022 年 11 月 12 日/13 日 经济基础知识 90 分钟

金融专业知识与实务 90 分钟



【2020 年重大政策变更】考试成绩实行 2 年为一个周期的滚动管理方法，应试人员须在连续的两个考试年度

内通过全部应试科目，方可取得相应级别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证书。

四、考试方式

考试方式

无纸化考试（机考）

 从 2018 年开始，初、中级经济师均实行电子化考试，考生全部在计算机上进行作答。

 考试时间一共 3 小时（180 分钟），中途休息 40 分钟。

五、考试题型与分值

考试题型与分值

题型 要求 题量 分值

单选题 四个选项，每道题只有一个最佳选项 60 60

多选题 五个选项，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符合题意，至少有一个错项，

多选错选均不得分，少选所选每个选项得 0.5 分。

20 40

案例分析

题

四个选项，不定项选择题，多选错选均不得分，少选所选

每个选项得 0.5 分。

20 40

【说明】100 道题，满分 140 分，84 分及格通过。

题型举例

【单选题】在股票投资中，由于股票价格可能下跌而给投资者带来的风险是（ ）。

A.信用风险

B.操作风险

C.国家风险

D.市场风险

网校答案：D

【多选题】在金融工具四个性质之间，存在反比关系的是（ ）。

A.期限性与收益性

B.期限性与风险性

C.流动性与收益性

D.期限性与流动性

E.收益性与风险性

网校答案：CD

【案例】一国某汽车公司并购了某一发达国家的汽车公司。该发达国家具有发达的金融市场， 能够进行所有

的传统金融交易和现代金融衍生品交易。该汽车公司并购中的运作行为和并购后的运营模式是：

1、为了补充并购资金的不足，从国内商业银行取得了 5 年期浮动利率的美元贷款；

2、被并购的公司依然在该发达国家生产原有品牌的汽车，有部分汽车零部件转从我国进口，有部分汽车对我

国出口；

3、被并购的公司会将暂时闲置的货币资金在当地进行股票投资。

【1】在从国内商业银行借入浮动利率的美元贷款中，该汽车公司承受的金融风险有（ ）。

A.信用风险

B.利率风险

C.汇率风险

D.投资风险

网校答案：BC



六、考试框架

第一章 金融市场与金融工具

第二章 利率与金融资产定价

第三章 金融机构与金融制度

第四章 商业银行经营与管理

第五章 投资银行与证券投资基金

第六章 信托与租赁

第七章 金融工程与金融风险

第八章 货币供求及其均衡

第九章 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

第十章 国际金融及其管理

第一章 金融市场与金融工具

核心考点：

1、理解金融市场与金融工具的性质、类型；

2、理解货币市场及其工具；

3、理解资本市场及其工具；

4、理解金融衍生品市场及其工具，分析我国的各类金融市场及其工具；

5、理解互联网金融的特点和模式，分析我国的互联网金融。

第二章 利率与金融资产定价

核心考点：

1、计算单利与复利、现值与终值；

2、利率风险结构、利率期限结构和利率决定理论；

3、计算各种收益率；

4、理解并掌握金融资产定价；

5、分析我国的利率市场化。

第三章 金融机构与金融制度

核心考点：

1、理解金融机构的性质、职能、类型及体系构成；

2、理解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金融制度；

3、分析我国金融机构体系与金融制度。

第四章 商业银行经营与管理

核心考点：

1、理解商业银行经营与管理的内容、原则和关系；

2、开展商业银行的负债、贷款、中间业务和理财业务的经营；

3、进行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资本、风险、财务的管理，进行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4、分析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与管理。

第五章 投资银行与证券投资基金

核心考点：

1、理解投资银行的性质、经营机制、功能和股权管理，分析投资银行的主要业务；

2、理解证券投资基金的性质、特点、参与主体、法律形式、运作方式和类别等内容；

3、理解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

4、分析基金管理公司的主要业务。



第六章 信托与租赁

核心考点：

1、理解信托的性质、功能、起源与发展、设立及管理、市场及其体系；

2、掌握信托公司的经营与管理；

3、理解租赁的性质、种类、特点、功能、产生与发展；

4、理解租金管理、融资租赁合同与融资租赁市场体系；

5、掌握金融租赁公司的经营与管理。

第七章 金融工程与金融风险

核心考点：

1、理解金融工程及其内容、产生与发展，应用基础知识、管理风险的方式及优势、应用领域、分析方法；

2、理解和应用金融远期合约、金融期货、金融互换和金融期权；

3、理解金融风险理论、类型、内部控制、全面风险管理；

4、应用金融风险管理的流程，分析各类风险管理，理解巴塞尔协议的发展和完善，分析我国的金融风险管理。

第八章 货币供求及其均衡

核心考点：

1、理解货币需求理论，分析不同货币需求理论的影响因素及其异同；

2、理解货币供给理论，分析货币供给过程和货币层次，计算货币乘数；

3、分析货币均衡及其实现机制，分析通货膨胀、通货紧缩及其治理。

第九章 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

核心考点：

1、理解中央银行的相对独立性、性质、职能和业务；

2、分析金融宏观调控与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体系；

3、理解金融监管的基本原则和主要理论；

4、分析我国金融监管的发展演进、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

第十章 国际金融及其管理

核心考点：

1、理解汇率的决定因素和经济影响，识别汇率制度的基本内容与类别；

2、区分国际收支平衡表的项目构成，分析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和调节措施；

3、理解国际储备的构成、功能及其管理；

4、概括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演变；

5、说明离岸金融市场的构成和特征；

6、理解外汇管理和外债管理的基本要求。

七、学习方法



千淘万漉虽辛苦，

吹尽狂沙始到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