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卷代号： 2038 座位号OJ

国家开放大学 2020 年春季学期期末统一考试

财务管理试题（开卷）

2020 年 9 月

巨 三
得分 1 评卷人

一、单项选择题（在下列各题的备选答案中选择一个正确的，并将其

序号字母填入题中的括号里。每小题 2 分，计 20 分）

1. 与其他企业组织形式相比，公司制企业最重要的特征是（ ）。

A. 创办费用低 B. 筹资容易

c. 无限责任 D. 所有权与经营权的潜在分离

2. 某项目的贝塔系数为 1. 5'无风险报酬率为 10%,所有项目平均市场报酬率为 14%, 则

该项目的必要报酬率为( )。

A. 18% B. 16% 

C. 15% D. 14% 

3. 企业有一笔 5 年后到期的贷款，到期值是 15 000 元，假设存款年利率为 3%,则企业为

偿还借款建立的偿债基金为（ ）元。

A. 2 825. 34 B. 3 275. 32 

C. 3 225. 23 D. 2 845. 34 

4. 若净现值为负数，表明该投资项目（ ）。

A. 为盈利项目，可行

B. 它的投资报酬率小于 o, 不可行

C. 它的投资报酬率没有达到预定的贴现率，不可行

D. 它的投资报酬率不一定小千 o, 因此也有可能是可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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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投资者对股票、短期债券和长期债券进行投资，共同的目的是（ ）。

A. 合理利用暂时闲置资金 B. 获取长期资金

c. 获取控股权 D. 获取收益

6. 相对于普通股股东而言，优先股股东所具有的优先权是指（ ）。

A. 优先表决权

C. 优先分配股利权

B. 优先购股权

D. 优先查账权

7. 某企业发行 5 年期债券，债券面值为 1 000 元，票面利率 10%,每年付息一次，发行价为

1 100 元，融资费率 3%,所得税税率为 30%,则该债券的资本成本是（ ）。

A. 9. 3 7 % B. 6. 5 6 % 

C.7.36% D.6.66% 

8. 定额股利政策的“定额“是指（ ）。

A. 公司股利支付率固定 B. 公司每年股利发放额固定

c. 公司剩余股利额固定 D. 公司向股东增发的额外股利固定

9. 企业在制定或选择信用标准时不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 ）。

A. 预计可以获得的利润

C. 客户资信程度

10. 不影响净资产收益率的指标包括（ ）。

B. 客户的偿债能力

D. 客户的财务状况

A. 总资产周转率 B. 销售净利率

c. 资产负债率 D. 流动比率

得分 1 评卷人
二、多项选择题（在下列各题的备选答案中选择 2 至 4 个正确的，并

将其序号字母填入题中的括号里。多选、少选、错选均不得分。

每小题 2 分，计 10 分）

11. 在不存在任何关联方交易的前提下，下列各项中，无法直接由企业资金营运活动形成

的财务关系有( )。

A. 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关系 B. 企业与受资者之间的关系

C. 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D. 企业与职工之间的关系

12. 债务融资与权益融资的根本差异是( )。

A. 债务融资下需按期付息，到期还本 B. 债务融资下对公司无控制权

C. 债务融资的利息在税前列支 D. 债务融资程序较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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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在计算个别资本成本时，需要考虑所得税抵减作用的融资方式有（ ）。

A. 银行借款

C. 优先股

14. 采用阶梯式股利政策的理由是（

A. 向市场传递公司正常发展的信息

B. 做到了股利和盈余之间较好的配合

B. 长期债券

D. 普通股

）。

C. 保持理想的资本结构，使综合资本成本最低

D. 使依靠股利度日的股东有比较稳定的收入，从而吸引住这部分投资者

15. 营运资本融资政策是指如何安排稳定性流动资产和波动性流动资产的资金来源的政

策，主要有（ ) 

A. 配合型融资政策 B. 激进型融资政策

C. 稳健型融资政策 D. 普通型融资政策

得分 1 评卷人
三、判断题（判断下列说法正确与否，正确的在题后的括号里划".)",

错误的在题后的括号里划"X"。每小题 1 分，共 10 分）

16. 财务管理是以价值增值为目标，围绕公司战略对各项财务活动及财务关系进行全方

位管理的行为。（ ) 

17. 资本成本中的使用费用是指企业在融资过程中为获得资本而付出的费用，如向银行

借款是需要支付的手续费。（ ) 

18. 与股票融资相比，债券融资的债息在所得税前支付，从而具有节税功能，成本也相对

较低。（ ) 

19. 企业现金管理的目的应当是在收益性与流动性之间做出权衡。（ ) 

20. 若净现值为正数，则表明该投资项目的投资报酬率大千 o,项目可行。（ ) 

21. 财务杠杆系数越高，公司面临的财务风险越大，其负债融资的杠杆效应也就越明显。

() 

22. 销售百分比法是根据营业收入与资产负债表、利润表有关项目间的比例关系预测资

金需要量的方法。（ ) 

23. 激进型融资政策是一种低风险、低收益、高成本的融资政策。（ ) 

24. 当公司现金充裕时，会发放较多的现金股利；当公司现金紧张时，公司往往不愿意发

放过多的现金股利。(. ) 

25. 存货周转率是一定时期内公司营业成本总额与存货平均余额的比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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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 1 评卷人
四、计算题（每小题 15 分，共 30 分）

26. 某公司拟融资 2 500 万元，其中发行债券 1 000 万元，融资费率 2%, 债券年利率为

10%; 优先股 500 万元，年股息率 7%,融资费率 3%;普通股 1 000 万元，融资费率为 4%,第一

年预期股利 10%, 以后各年增长 4%。假定公司所得税率为 25% 。试计算该融资方案的加权

平均资本成本。

27. 某公司 2017 年营业收入为 1 500 万元，年初应收账款为 500 万元，年初资产总额

为 2 000 万元，年末资产总额为 3 000 万元。年末计算的应收账款周转率为 5 次，销售净利率

为 25%,资产负债率为 50% 。

要求计算：

(1)该公司的应收账款年末余额；

(2)该公司的总资产报酬率（税后）；

(3)该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

得分 1 评卷人
五、案例分析题（共 30 分）

28. 大明公司因业务发展的需要，需购入一套设备。现有甲乙两个方案可供选择：

甲方案需投资 200 000 元，使用寿命为 5 年，采用直线法折旧，五年后设备无残值， 5 年中

每年的销售收入为 120 000 元，每年的付现成本为 50 000 元；

乙方案需投资 230 000 元，使用寿命也为 5 年，五年后有残值收入 30 000 元，也采用直线

法折旧， 5 年中每年的销售收入为 148 000 元，付现成本第一年为 70 000 元，以后随着设备折

旧，逐年将增加修理费 5 000 元，另需垫支流动资金 30 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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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公司所得税为 25%,折现率为 10% 。

要求：

(1)计算两个方案的现金流量；

(2)计算两种方案的净现值；

(3)请分析请现值法的决策规则是什么？

(4)请根据计算结果判断应采用哪种方案。



试卷代号： 2038 

国家开放大学 2020 年春季学期期末统一考试

财务管理试题答案及评分标准（开卷）

（供参考）

2020 年 9 月

一、单项选择题（每小题 2 分，计 20 分）

1.D 

6. C 

2. B 

7. B 

3.A 

8. B 

二、多项选择题（每小题 2 分，共 10 分）

11. ABC 12. ABC 

三、判断题（每小题 1 分，共 10 分）

16. ,J 

21. ,J 

17. X 

22. ,J 

四、计算题（每小题 15 分，共 30 分）

26. 解：

13. AB 

18. ,J 

23. X 

债券的个别资本成本
1 OOOX10%X(l-25%) 

= 1 QQQX (1 "nh 

4. C 

9. A 

14. BD 

19. ✓ 

24. ✓ 

=7. 65% 

优先股的个别资本成本＝
500X7% 

500 X (1-3%:、
=7. 22% 

普通股的个别资本成本＝
1 OOOX10% 

1 AAA" 门， n/ 、 +4%=14.42%

5. D 

10. D 

15. ABC 

20 . .j 

25 . .j 

(3 分）

(3 分）

(4 分）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1 000 500 1 000 
－一X7.65%+-
2 500 

X7.22%+ X14.42%=10.27%(5 分）
2 500 2 500 

27. 解：

(1)应收账款年末余额=1 50075X2-500=100(万元） (4 分）

(2) 总资产报酬率（税后） =(1500X25%)-;-[(2 000+3 000)-;-2]Xl00%=15% (4 分）

(3)总资产周转率=l 500-;-[(2 000+3 000)-;-2]=0. 6( 次）

净资产收益率=25 % XO. 6 X [l-;-(1-0. 5)] X 100% =30% (7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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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案例分析题（共 30 分）

28. (1) 甲方案每年的折旧额=200 000/5=40 000(元）

甲方案各年的现金流量 （单位：元）

年限

现金流量

。

-200 000 

1 2 3 4 5 

(120 000—50 000-40 000) * 75%+40 000=62 500 

乙方案折旧
230 000-30 000 

= 5 =40 000(元）

乙方案营业现金流量测算表 （单位：元）

计算项目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销售收入 148 000 148 000 148 000 148 000 148 000 

付现成本 70 000 75 000 80 000 85 000 90 000 

折旧 40 000 40 000 40 000 40 000 40 000 

税前利润 38 000 33 000 28 000 23 000 18 000 

所得税(25%) 9 500 8 250 7 000 5 750 4 500 

税后净利 28 500 24 750 21 000 17 250 13 500 

营业现金流量 68 500 64 750 61 000 57 250 53 500 

乙方案的现金流量计算表 （单位：元）

计算项目 0 年 1 年 2 年 3 年 4 年 5 年

固定资产投入 -230 000 

营运资本投入 —30 000 

营业现金流量 68 500 64 750 61 000 57 250 53 500 

营运资本回收 30 000 

固定资产残值回收 30 000 

现金流量合计 —260 000 68 500 64 750 61 000 57 250 113 500 

(10 分）

(2) 甲方案的净现值

=-200 000+62 500X(P/A,10%,5) 

=-200 000+62 400X3. 7908 

=36 9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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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案的净现值

=-260 000+68 500XO. 909+64 750XO. 826+61 OOOXO. 751+57 250XO. 683+113 500XO. 621 

= -260 000+62 266. 5+53 483. 5+45 811 +39 101. 8+70 483. 5 

=11 146. 3(元） (10 分）

(4)在用净现值法进行投资决策时，要注意区分项目性质。 O对于独立项目，如果净现值

大千零，则说明投资收益能够补偿投资成本，则项目可行；反之，则项目不可行。当净现值=O

时，不改变公司财富，所有没有必要采纳。＠互斥项目决策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

是投资额不同，另一个是项目期不同。如果是项目期相同，而投资额不同的情况，需要利用净

现值法，在决策时选择净现值大的项目。该项目的净现值大于零，从财务上是可行的。 (7 分）

(5)根据净现值法的计算结果，甲方案优千乙方案。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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