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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利率与汇率

一、单选题

1、投资者刘波用 100 万元进行为期 5年的投资，年利率为 5%，一年计息一次，按单利计算，则第 5 年末投资

者可得到的本息和为（ ）万元。

A.110

B.120

C.125

D.130

答案：C

解析：考察单利终值的计算。

FV=PV×（1+r×n）=100×（1+5%×5）=125（万元）

2、关于资本资产定价理论描述错误的是（ ）。

A.资本市场线表示对所有投资者而言最好的风险收益组合

B.证券市场线说明了单个风险资产的收益与风险之间的关系

C.证券市场线反映了单个证券与市场组合的协方差和其预期收益率之间的均衡关系

D.资产定价模型提供了测度非系统风险的指标

答案：D

解析：资产定价模型提供了测度系统风险的指标，D 项错误。

3、某机构投资者计划进行为期 3 年的投资，预计第 3 年收回的现金流为 133.1 万元。如果按复利每年计息一

次，年利率 10%，则第 3 年收回的现金流现值为（ ）万元。

A.100

B.105

C.200

D.210

答案：A

解析：考察复利现值的计算。

PV=FV/（1+r）^n

=133.1/（1+10%）^3

=100（万元）

4、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计息规则，下列存款使用复利计息的是（ ）。

A.定期存款

B.定活两便

C.整存整取

D.活期储蓄存款

答案：D

解析：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计息规则：

活期储蓄存款按复利，每个季度计息，定期存款、定活两便、零存整取、整存整取、整存零取等其他储蓄存

款按单利计息。



5、在期权定价理论中，根据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决定欧式看涨期权价格的因素不包括（ ）。

A.期权的执行价格

B.标的资产的初始价格

C.无风险利率

D.投资者的预期收益率

答案：D

解析：股票欧式期权的价值由五个因素决定：

标的资产的初始价格、期权执行价格、期权期限、无风险利率以及标的资产的波动率。

与投资者的预期收益率无关。

6、解释利率的期限结构的三种理论不包括（ ）。

A.预期理论

B.市场分割理论

C.流动性偏好理论

D.流动性溢价理论

答案：C

解析：用来解释利率的期限结构的三种理论：预期理论、分割市场理论和流动性溢价理论。

7、风险系数β提供了一个衡量证券的实际收益率对市场投资组合的实际收益率的敏感度的比例指标，若比值

小于 1，则称该证券为（ ）。

A.激进型

B.保守型

C.防卫型

D.平均风险型

答案：C

解析：β值衡量了证券的实际收益率对市场投资组合的实际收益率的敏感程度。

β＞1：其收益率变动大于市场组合收益率变动，属激进型证券；

β＜1：其收益率变动小于市场组合收益率变动，属防卫型证券；

β=1：其收益率变动等于市场组合收益率变动，属平均型证券；

β=0：证券的价格波动与市场价格波动无关，并不一定证券无风险。

8、假若金额为 100 元的一张债券，不支付利息，贴现出售，期限 3年，收益率为 3％，到期一次归还。则该

张债券的交易价格为（ ）元。

A.97.33

B.91.51

C.103

D.97.09

答案：B

解析：考察债券的定价。

P=F/（1+r）^n

=100/（1＋3%）^3

=91.51 元。

9、三种证券组成一个投资组合，在投资组合中所占投资权重各为 30%、20%、50%，且各自的预期收益率相对

应为 10%、15%、20%，这个投资组合的预期收益率是（ ）。

A.10%

B.12%



C.16%

D.20%

答案：C

解析：该投资组合的预期收益率

=30%×10%+20%×15%+50%×20% =16%。

10、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中的贝塔系数测度的是（ ）。

A.利率风险

B.通货膨胀风险

C.非系统性风险

D.系统性风险

答案：D

解析：系统性风险是由宏观经济营运状况或市场结构所引致的风险，又称市场风险，它在市场上永远存在，

不可能通过资产组合来消除。

资产风险主要研究系统性风险。而资产定价模型提供了测度不可消除系统性风险的指标，即风险系数β。

11、下列属于非系统风险的是（ ）。

A.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动

B.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

C.税制改革

D.公司财务风险

答案：D

解析：系统风险是由那些影响整个市场的风险因素所引起，这些因素包括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动、国家经济政

策的变化、税制改革、政治因素等。它们在市场上永远存在，不可能通过资产组合来消除，属于不可分散风

险。

非系统风险包括公司财务风险、经营风险等在内的特有风险。它们可由不同的资产组合予以降低或消除，属

于可分散风险。

12、以下关于流动性偏好理论的叙述正确的是（ ）。

A.流动性偏好动机包括预防动机、投资动机和交易动机

B.流动性偏好认为货币供给不仅仅取决于央行，还取决于人们的储蓄

C.L1（Y）是收入 Y 的增函数

D.L2（r）是利率 r 的增函数

答案：C

解析：考察流动性偏好理论。

A 错误，流动性偏好动机包括预防动机、投机动机和交易动机；

B 错误，流动性偏好认为货币供给取决于央行；

D 错误，L2（r）是利率 r 的减函数。

13、官方将本币实际或公开地按照固定汇率钉住一种主要国际货币或一篮子货币，汇率波动幅度不超过±1%，

这种汇率制度属于（ ）。

A.货币局制

B.传统的钉住汇率制

C.水平区间内钉住汇率制

D.事先不公布汇率目标的管理浮动

答案：B

解析：货币局制是官方通过立法明确规定本币与某一关键货币保持固定汇率，同时对本币发行作特殊限制，

以确保履行法定义务。



传统的钉住汇率制是官方将本币实际或公开地按照固定汇率钉住一种主要国际货币或一篮子货币，汇率波动

幅度不超过±1%。

水平区间内钉住汇率制是类似于传统的盯住汇率制，不同的是汇率波动幅度大于±1%。

事先不公布汇率目标的管理浮动是官方在不特别指明或事先承诺汇率目标的情况下，通过积极干预外汇市场

来影响汇率变动。

14、如果一国出现国际收支顺差，则该国（ ）。

A.外汇供不应求，外汇汇率上升，本币贬值

B.外汇供不应求，外汇汇率下降，本币升值

C.外汇供过于求，外汇汇率上升，本币贬值

D.外汇供过于求，外汇汇率下降，本币升值

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国际收支不均衡的调节。

当国际收支逆差时，外汇供不应求，导致外汇汇率上涨；

当国际收支顺差时，外汇供过于求，导致外汇汇率下降。

15、将汇率区分为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的依据是（ ）。

A.汇率的制定方法

B.汇率适用的外汇交易背景

C.汇率形成的机制

D.汇率制度的性质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汇率的分类。

1）汇率的制定方法：基本汇率与套算汇率。

2）商业银行对外汇的买卖：买入汇率与卖出汇率。

3）汇率适用的外汇交易背景：即期汇率与远期汇率。

4）汇率形成的机制：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

5）商业银行报出汇率的时间：开盘汇率与收盘汇率。

6）外汇交易支付通知方式：电汇、信汇、票汇汇率。

7）汇率制度的性质：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

8）汇率水平研究的需要：双边汇率、有效汇率与实际有效汇率。

16、2015 年 6 月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大额存单管理暂行办法》。2016 年 6 月进一步将个人投资人认购大额

存单的起点金额由不低于 30 万元调整至不低于（ ）万元。

A.10

B.15

C.20

D.25

答案：C

解析：同业存单是由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法人在全国银行间市场上发行的记账式定期存款凭证，是一种货

币市场工具。

2015 年 6 月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大额存单管理暂行办法》。2016 年 6 月进一步将个人投资人认购大额存单

的起点金额由不低于 30 万元调整至不低于 20 万元。

中国人民银行在积极推进大额存单二级市场转让交易。

二、多选题

1、影响债权工具利率风险结构的因素有（ ）。

A.违约风险



B.汇率水平

C.流动性

D.所得税因素

E.操作风险

答案：ACD

解析：影响债权工具利率风险结构的因素有违约风险、流动性、所得税因素。

2、倾向于实行浮动汇率制或弹性汇率制的国家具备的特征包括（ ）。

A.经济开放程度高

B.经济规模小

C.进出口商品多样化或地域分布分散化

D.同国际金融市场联系密切

E.国内通货膨率与其他主要国家不一致

答案：ACDE

解析：经济开放程度低，经济规模小，或进出口集中在某几种商品或某一国家的国家，一般倾向于实行固定

汇率制或盯住汇率制；

经济开放程度高，进出口商品多样化或地域分布分散化，同国际金融市场联系密切，资本流出入较为可观和

频繁，或国内通货膨率与其他主要国家不一致的国家，则倾向于实行浮动汇率制或弹性汇率制。

3、上海银行同行业拆放利率是中国人民银行培育的一种基准利率。该利率属于（ ）。

A.单利

B.复利

C.算术平均利率

D.零售性利率

E.批发性利率

答案：ACE

解析：本题考查我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

上海银行同行业拆放利率是算数平均利率，单利、无担保、批发性利率。

4、资本资产定价理论提出的理论假设有（ ）。

A.投资者总是追求投资效用最大化

B.市场上不存在无风险资产

C.投资者是厌恶风险的

D.投资者根据投资组合在单一投资期内的预期收益率和标准差来评价投资组合

E.税收和交易费用均忽略不计

答案：ACDE

解析：本题考查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的假设。

资本资产定价理论假设市场上存在一种无风险资产，投资者可以按无风险利率借进或借出任意数额的无风险

资产，故 B 项错误。

5、关于期限结构理论中预期理论的说法，正确的有（ ）。

A.短期利率的预期值是相同的

B.长期利率的波动小于短期利率的波动

C.不同期限的利率波动幅度相同

D.短期债券的利率一定高于长期利率

E.长期债券的利率等于预期的短期利率的平均值

答案：BE

解析：预期理论认为，长期债券的利率等于一定时期内人们所预期的短期利率的平均值，该理论认为到期期



限不同的债券之所以具有不同的利率，在于未来不同的时间段内，短期利率的预期值是不同的。预期理论表

明，长期利率的波动小于短期利率的波动。

6、下列关于汇率变动的决定因素说法正确的有（ ）。

A.反映货币购买力的物价水平变动是决定汇率长期变动的根本因素

B.如果外汇供不应求，则外汇汇率上升，本币贬值

C.如果国际收支顺差，则外汇供不应求，外汇汇率上升

D.利率水平相对下降，则会刺激资本流出，阻碍资本流入

E.如果人们预期未来本币贬值，就会在外汇市场上抛售本币，导致本币现在的实际贬值

答案：ABDE

解析：外汇市场上的外汇供求关系基本是由国际收支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的变动决定外汇供求的变动。

如果国际收支逆差，则外汇供不应求，外汇汇率上升；

如果国际收支顺差，则外汇供过于求，外汇汇率下跌。

故 C项错误。

7、下列关于国际金本位制的说法，正确的有（ ）。

A.国际金本位制下的汇率制度是典型的固定汇率制

B.两国单位货币含金量之比的铸币平价是汇率标准

C.约束市场汇率变动的界限是客观存在的黄金输送点

D.稳定汇率的机制是人为干预的市场机制

E.各成员方的货币当局负有干预外汇市场、稳定汇率的义务

答案：ABC

解析：D、E 项属于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特征。

8、如果人民币对外币升值，从理论上看，其可能的决定因素有（ ）。

A.我国的物价与国外的物价相比相对上升

B.我国的物价与外国的物价相比相对下降

C.我国的国际收支出现逆差

D.我国的国际收支出现顺差

E.市场上的预期人民币贬值

答案：BD

解析：本题考查汇率变动的决定因素。BD 选项会导致人民币对外币升值。

三、案例分析题

案例（一）

某公司拟进行股票投资，计划购买 ABC 三种股票，并设计了甲乙两种投资组合，ABC 三种股票的β系数分别为

1.5、1.0 和 0.5。甲种投资组合中，ABC 三种股票的投资比重分别为 20%、30%和 50%。乙种投资组合中，ABC

三种股票的投资比重分别为 50%、30%和 20%。同期市场上所有股票的平均收益率为 8%，无风险收益率为 4%。

1、A股票的预期收益率是（ ）。

A.6%

B.8%

C.10%

D.12%

答案：C

解析：预期收益率=β*（rm-rf）+rf=1.5*（8%-4%）+4%=10%。

2、甲种投资组合的β系数是（ ）。

A.0.75



B.0.85

C.1.00

D.1.50

答案：B

解析：甲种投资方式下，组合β系数为 20%*1.5+30%*1.0+50%*0.5=0.85。

3、乙种投资组合的预期收益率是（ ）。

A.4.6%

B.8.0%

C.8.6%

D.12.0%

答案：C

解析：β系数=50%*1.5+30%*1.0+20%*0.5=1.15，

预期收益率=β*（rm-rf）+rf

=1.15*（8%-4%）+4%=8.6%。

4、假定该公司拟通过改变投资组合来降低投资风险，则在下列风险中，不能通过此举消除的风险是（ ）。

A.宏观经济形势变动风险

B.国家经济政策变动风险

C.财务风险

D.经营风险

答案：AB

解析：系统风险是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动、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动、税制改革、政治因素。永远存在，不可能通

过资产组合来消除，属于不可分散风险。

非系统风险包括公司财务风险、经营风险在内的特有风险，属于可分散风险。

案例（二）

我国某企业计划于年初发行面额为 100 元、期限为 3 年的债券 200 亿元。该债券票面利息为每年 5 元，于每

年年末支付，到期还本。该债券发行采用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的方式进行。

1、该债券的名义收益率是（ ）。

A.4%

B.5%

C.10%

D.12%

答案：B

解析：名义收益率=票面收益/面值=5/100=5%。

2、假定该债券的名义收益率为 3%，当年通货膨胀率为 2%，则其实际收益率是（ ）。

A.1%

B.2%

C.3%

D.5%

答案：A

解析：实际收益率=名义收益率-通货膨胀率=3%－2%=1%。

3、如果该债券的市场价格是 110 元，则该债券的本期收益率是（ ）。

A.2%

B.3%



C.4.5%

D.5%

答案：C

解析：本期收益率=票面收益/市场价格=5/110=4.5%。

4、根据发行价格与票面面额的关系，债券公开发行可以分为（ ）发行。

A.折价

B.溢价

C.平价

D.竞价

答案：ABC

解析：根据发行价格与票面面额的关系，债券公开发行可以分为折价发行、溢价发行、平价发行（也称等价

发行）。

案例（三）

刘波需要借款 10000 元，借款期限为 2 年，当前市场年利率为 6%。他向银行进行咨询，A 银行给予刘波单利

计算的借款条件；B 银行给予刘波按年复利的借款条件；C 银行给予刘波按半年计算复利的借款条件。

1、如果刘波从 A 银行借款，到期应付利息为（ ）元。

A.1000

B.1200

C.1400

D.1500

答案：B

解析：单利计算公式利息为：

I=P·r·n = 10000*6%*2= 1200 元。

2、如果刘波从 B 银行借款,到期是的本息和为（ ）元。

A.11210

B.11216

C.11236

D.11240

答案：C

解析：复利的计算公式本息和为：

FV =PV（1+r）^n=10000*（1+6%）^2=11236

3、如果刘波从 C 银行借款，到期时本息和为（ ）元。

A.11245

B.11246

C.11252

D.11255

答案：D

解析：

FV =PV（1+r/m）^nm

=10000*（1+6%/2）^2×2=11255

4、通过咨询刘波发现，在银行借款，如果按复利计算，则（ ）。

A.每年的计息次数越多，最终的本息和越大

B.随着计息间隔的缩短，本息和以递减的速度增加



C.每年的计息次数越多，最终的本息和越小

D.随着计息间隔的缩短，本息和以递增的速度增加

答案：AB

解析：复利计息：每年的计息次数越多，最终的本息和越大，随计息间隔的缩短，本息和以递减的速度增加，

最后等于连续复利的本息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