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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30/2021_2022__E3_80_8A07

_E5_B9_B4_E9_87_c73_230713.htm 一年一度的硕士研究生入

学考试已结束，对2008年的考研学子而言，更关心的是：

“2007年的试题中暗含了哪些规律性和趋势性的信息，

为2008年备考又有哪些提示性信号与经验？”。一向秉承“

以考生为本：想考生之所想、急考生之所急！”的翔高教育

通过多方关系取得试题原题，火速组织专家级培训师对

《2007年金融学硕士研究生招生联考“金融学基础”试题》

（以下简称“2007年试题”）进行解密，惟愿尽快为2008年

金融联考学子提供科学的复习战略指导。 一、2007年试题基

本指标与总体特征 总体而言，经过5年的金融联考摸索，2007

年金融联考试题趋于成熟与合理。 1．从难易程度的角度来

看，2007年试题难度中偏上，偏题、怪题很少。所谓难题以

“灵活运用和综合分析”为基本特征，而不是以“高深理论

和复杂计算”为特征的。总体上，对那些能够熟练掌握基础

知识，并能灵活运用基础知识的考生来讲，这套试题并不显

难。此外，“难题、中等难度题、容易题”分布趋于科学，

约为5：3：2。 2．从题型设计与分布的角度来看，2007年试

题采取了选择题、计算与分析题、论述题三种大的题型，并

且分值比例约为4：5：1 。总体上，（1）选择题以对“基本

概念和基本理论”考察为主、难度以容易题为主；（2）计算

与分析题以对“具有计算特征的重点理论和重要公式”考察

为主、难度以中档难度题为主；（3）论述题以对“与当前我

国经济金融热点具有紧密结合的重大理论”考察为主、以难



题为主。三大题型分工明确，从而使得该套试题区分度表现

较高。 3．从考点分布的角度来看，经济学原理占68分，金融

学原理占82分，基本接近1：1。根据不同学科，具体分析可

发现：微观经济学占30分，宏观经济学占38分，货币银行学

占12分，国际金融学占40分，投资学占30分。除了货币银行

学明显偏低外，其他学科都接近30分左右，各学科分值近似

平衡。同时，也与《2007年金融联考大纲》所公布的《样卷

》的风格体例相似。这也体现2007年金融联考趋于成熟。另

外，由于今年以投资学为代表的微观金融学分值不升反降，

使得整体试卷难度较2006年略有下降。 二、命题规律 2007年

试题再一次体现了金融联考的核心规律：“考察考生对基本

概念和基本理论的理解与掌握、考察考生对定性分析与定量

分析方法的掌握和运用、考察考生对重要理论的运用以及对

经济金融热点问题的规范分析能力”。具体表现为： 规律一

：灵活性试题比例增加，死记硬背的知识型试题的比例下降

。 以计算与分析题第7题为例： 某一协议价格为25元，有效

期6个月的欧式看涨期权价格为2元，标的股票价格为24元，

该股票预计在2个月和5个月后各支付0.50元股息，所有期限的

无风险连续复利年利率为8％，请问该股票协议价格为25元，

有效期6个月的欧式看跌期权价格等于多少？简要说明欧式看

跌期权与美式看跌期权的区别？” 从表面上看，此题是一个

关于期权定价的问题。一般而言，第一反应就是套算BS公式

，如果按照这种解题思路下去，便会发现计算条件不足或会

导致计算繁琐。但是，细心的考生如果从第二问题可以发现

该题的另一条解题思路，利用同属性的欧式看涨期权与欧式

看跌期权之间的平价公式进行求解。由于题目中并隐去了“



利用平价公式”求解的提示，从而使得该题灵活度增加，考

生需要独立的判断和选择最优解题思路。 再以选择题第10题

为例加以说明： 某个国家在充分就业下的产出为5000亿美元

，而自然失业率为5%。假定现在的失业率为8%，那么当奥肯

系数为2时，根据奥肯法则，该国目前的产出为（ ）。A

．4500亿美元B．4900亿美元C．4800亿美元D．4700亿美元 过

去，当考察奥肯法则时，多半是直接考察奥肯法则的基本内

容描述，而2007年试题将奥肯法则的基本思想转换成一道计

算题，只有考生对奥肯法则有了本质的理解，才能正确求解

，充分体现今年试题的灵活度。 选择题第1、2、3、12、14

、26、28题；计算与分析题第1、3、6题；论述题均有一定灵

活度，对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进行了变换角度设计。 规律二

：经济金融热点问题仍然是论述题设计的重要题材。 下面，

分析2007年的论述题： 2006年12月中国全面金融开放，在当

前世界货币体系失衡状态下，中国如何均衡合理地融入世界

经济已成为学界、业界与政界关注的焦点。2006年4月26日，

中国社会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

会余永定在上海表示，中国持续15年之久的经常项目和资本

项目的双顺差使得外汇储备急剧增加，这种失衡的经济结构

不仅给人民币带来了升值压力，也给央行货币政策运用带来

了困难。为此，你有任何认识与见解？ 此题设计的经济背景

：2006年12月31日，我国银行业全面对外开放，届时，我国

金融对外开放迈出了一大步。同年，我国的外汇储备突破万

亿美元大关。但是，在金融开放和金融高速发展的同时，旧

的计划经济体制仍然影响着我国金融体制的平稳转轨，甚至

还产生了诸多经济矛盾。其中，内外不均衡就是诸多矛盾的



核心。该矛盾又如一定时炸弹，每很好的“拆弹”，随时都

可能导致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危及社会经济安定。如何均

衡合理地融入世界经济已成为学界、业界与政界关注的焦点

，成为理论研究的重大课题。据统计，目前国内知名院校金

融系（也同是金融联考院校）的教授在组织研究生进行该课

题的攻坚研究。所以，这道题也就应运而生。 通过上述分析

，我们可以得知：只要是当年的重大经济金融事件热点，或

是各院校教授重点研究课题的相关经济金融学术热点，成为

论述题命制题材的概率很高。由此，考生需要对与具有这些

特征的经济金融事件和学术热点相结合的基本理论进行重点

学习、复习和操练。 实际上，回顾历年考题，这方面的热点

和理论原理也已考过，也一直都被国内知名的辅导培训追捧

为命题热点。其中，翔高教育在其指导讲座、强化班、冲刺

班等处都强调过这道题，最后在《模拟试题》中成功命中，

并且试题设计风格高度相似。 规律三：基础题与能力题（综

合题）采取相分离的考察模式，使得试题区分度提高，成绩

趋于正态分布，试题的选拔功能明显增强。 2007年试题增加

选择题题量，由2006年的10题题告至30题，着重考察考生对

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理解，均属于基础题，难度系数较小

。关于对考生定量分析能力考察则由7道计算与分析题实现，

关于对考生运用重要理论的能力则由论述题实现，进行基础

题与能力的独立考察，很好的将不同掌握程度的考生分离出

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