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经济学与项目融资

（课程代码 08263  2020年1月) 

第一部分 选择题

一、 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5小题， 每小题2分， 共 10 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备选项中

只有一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 请将其选出。

I . 单利计息与复利计息的区别在于

A. 是否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

B. 是否考虑本金的时间价值

已 是否考虑利息的时间价值

D. 采用名义利率还是实际利率

一 ＿ (I+W-1 
2. 若每月末存款 10 000 元，年利率 12%，每月复利计息 次，己知何／A,i.n ）一 一一一一一 ，

则1年后的本利和是

A. 120 000 元 B. 126 825 元

c. 132 000 元 0. 134 400 元

3. 在工程项目的经济分析中， 一般是按照利润总额作为企业所得， 乘以一一税率计算

所得税。

A. 25% B. 33%

C. 35% D. 37%

4. 在工程项目评价中， 按计算评价指标时是否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 将评价指标分为

A. 静态评价指标和动态评价指标

B. 盈利能力分析指标和财务生存能力分析指标

c. 清偿能力分析指标和财务生存能力分析指标

D. 盈利能力分析指标和清偿能力分析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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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进行风险决策时， 当选择最优方案花费过高或在没有得到其它方案的有关资料之前

就必须决策的情况下应采用

A. 最小方差准则 B. 满意度准则决策

c. 期望值准则 o. 期望方差准则

二、 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IO小题， 每小题 3分， 共 30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备选项中

至少有两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i青将其选出， 错选、 多选或少选均无分。

6. 满足可比条件是技术方案比较的前提， 在实际工作中一般只能做到使方案经济效果

影响较大的主要方面达到可比性要求， 主要包括：定额标准的可比性：投入相关成

本的可比性、 评价参数的可比性以及

A. 时间因素的可比性 B. 评价时点的可比性

c. 价格的可比性 D. 产出成果使用价值的可比性

巳 效益的可比性

7. 教育费附加以纳税人实际缴纳的一一为计税依据。

A. 消费税 8. 增值税

c. 流转税 D. 营业税

E. 城乡维护建设税

8. 净利润的组成有

A. 营业收入 B. 盈余公积金

c. 折旧 D. 应付利润

E. 未分配利润

9. 间接搜集信息法应遵循的原则有

A. 先易后难的原则 B. 由远至近的原则

c. 先外部后内部的原则 D. 先内部后外部的原则

E. 由近至远的原则

10. 项目资本金可以采用实物作价出资、 资源开来权作价出资以及

A工业产权作价出资 B. 非专利技术作价出资

c. 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 0. 项目公司承担的债务资金

E. 货币出资

11. 通常可能的融资风险因素有

A. 利率风险 B. 汇率风险

C 资金偿还风险 o. 资金供应风险

巳 投资缺口风险

12. 项目运营的后评价主要包括项目经济后评价、 企业经营管理状况的评价以及

A. 项目勘察设计的再评价 B. 项目产品销售利润的评价

c. 项目达产年限的评价 0. 项目产品方案的评价

E. 项目决策程序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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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项目的外部效果包括
A.直接经济效益 B.间接经济效益
c. 直接经济费用 D.间接经济费用
巳财产经济效益

14.若某公益性项目的无形效果可用单一指标来衡量，则可采用费用效果 分析法，其判
定 准则是

A.投入费用最小的方案最佳 B.效果最大的方案最佳
c. 投入费用 一定效果最大的方案最佳 D.费用与效果的比值最小的方案最佳
E.效果 一定费用最小的方案最佳

15.房地产开发项目 按未来获取收益的方式分类，分为
A.出售型房地产项目 B.出租型房地产开发项目
c. 混合型房地产开发项目 D.居住用途的房地产项目
E 商业用途的房地产项目

第二部分 非选择题

三、简答题：本大题共3小题，每小题10分，共30分。
16.简述工程项目后评价的涵义及其方法。
17.简述工程项目财务评价的目的 和基本步骤。
18.简述设备更新分析的特点和原型设备更新分析的主要步骤。
四、计算题：本大题共3小题，每小题IO分，共30分。
19.某企业向材料供应商订购设备，有两家银行可以提供贷款，甲银行年利率为 8%,

按月计息：乙银行年利率为 9%，按半年计息，均为复利计算。 试比较哪家银行贷
款条件优越？

20.己知方案A 、B的 有关资料如下表所示，基准收益为10%，请用年限法对这两个方
案选优。（计算结果保留2位小数）
．方案｜初始投资（万元）｜年净收益（万元） ｜残值（万元）｜寿命（年 ）

A I 18 
B I 25 

(A/P, 10%,10)= 0.1627 
(A/F,10%,10)= 0.0627 
(A/P, 10%,12)=0.1468 
(A/P, 10%,12)= 0.0468 

21.某产品由5个零件构成，各零件资料如下表所示。产品目前成本为15元，要想通
过价值工程技术便成本降至IO 元，试求该零件的功能评价 系数、成本系数、价值
系数并确定价值工程的重点对象。（计算结果保留3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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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经济学与项目融资试题参考答案 

（课程代码 08263  2020年1月）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10 分。 

1．C 2．B 3．A 4．A 5．B 

二、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30 分。 

6．ACD 7．ABD 8．BDE 9．ADE 10．ABCE 

11．ABDE 12．BCD 13．BD 14．CE 15．ABC 

三、简答题：本大题共 3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30 分。 

16．工程项目后评价是指：在项目建成投产并达到设计生产能力后，通过对项目前期工

作、项目实施、项目运营情况的综合研究，衡量和分析项目的实际情况及其与预测

（计划）情况的差距，确定有关项目预测和判断是否正确，并分析其原因，从项目

完成过程中吸取经验教训，为今后提高投资项目的决策水平创造条件，并为提高项

目投资效益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措施。

后评价的方法主要有：

（1）“前后对比”和“有无对比”法； 

（2）逻辑框架法。

17．财务评价的目的: 

(1)衡量经营性项目的盈利能力；

(2)衡量非经营性项目的财务生存能力；

(3)合营项目谈判签约的重要依据；

(4)项目资金规划的重要依据。

基本步骤: 

(1)财务评价前的准备；

(2)进行融资前分析；

(3)进行融资后分析。

18．设备更新分析的特点。 

(1)设备更新的中心内容是确定设备的经济寿命；

(2)设备更新分析应站在咨询者的立场分析问题；

(3)设备更新分析只考虑未来发生的现金流量；

(4)只比较设备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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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设备更新分析以费用年值法为主。原型设

备更新分析的主要步骤：

（1）确定各方案共同的研究期；

（2）用费用年值法确定各方案设备的经济寿命；

（3）通过比较每个方案设备的经济寿命确定最佳更新方案。

四、计算题：本大题共 3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30 分。 

19．解： i 甲= 128%
(1 ) 1 8.30%
12

  

i 乙= 29%
(1 ) 1 9.20%

2
  

∵i 甲<i 乙
∴应选择甲银行

20．（本题由于科学性错误，所有考生得满分）

解：

NAVA=－18×（A/P,10%,10）+6+ 2×（A/F,10%,10） 

＝3.20  （3 分） 

NAVB=－25×（A/P,10%,12）+9=5.33 

 ∵NAVB ＞NAVA>0，  

∴选择方案 B。   

21．解： 

A B C D E 

功能系数 0.2 0.2 0.1 0.2 0.3 

成本系数 0.200 0.133 0.267 0.067 0.333 

价值系数 1.0 1.504 0.375 2.985 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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