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高级经济师《金融》真题

一、案例分析题(共 3 题，第 1 题 20 分，第 2 题 25 分，第 3 题 25 分)
(一)

2019 年底数字人民币相继在深圳、苏州、雄安新区、成都及未来的冬奥场景启动试点测

试，到 2020 年 10 月增加了上海、海南、长沙、西安、青岛、大连 6 个试点测试地区。目前

数字人民币试点范围有序扩大，应用场景逐步丰富。

近两年数字人民币的稳步推进，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成为了人们讨论的热点。

王先生也关注到了数字人民币的情况，今天他与同事针对数字人民币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王先生认为，数字人民币发展迅速，会很快全面替代现金。同事小李认为，数字人民币是试

点地区的地方政府发行的货币，只能用于商场消费。同事小赵则认为，数字人民币是一种官

方第三方支付方式，纯粹是为了替代现有的企业第三方支付。

1.案例中三个人关于数字人民币的讨论，各自观点是否正确，并阐述理由。

2.简述数字人民币的定位，数字人民币可能给货币政策、金融中介带来的影响。

3.是否保留现金引起了人们的热议，从政策法规、普惠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角度阐述

保留现金的必要性。

(二)

在习近平主席于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会开幕式宣布四项扩大开放举措之后，本着“宜
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的精神，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随即宣布了金融开放的具体措施。

2020 年 7 月 30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

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

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1.简述高水平金融开放与“双循环”格局的关系，并阐述高水平金融开放是如何助力“双循

环”新发展格局的实现的?

2.我国金融业进一步开放可能会面临哪些输入性风险?

3.从风险预判、危机管理、监管体系、多国合作等方面谈谈我国金融业开放应如何防控风

险?

(三)

习近平对生态文明建设做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强烈意识，

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我们要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保护自然，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促进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调统一，共建繁荣、

清洁、美丽的世界。

2020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部署 2021 年经济重点任务，其中将“做好碳达峰、碳中

和工作”列为八大重点之一。碳中和目标将深刻影响下一步产业链的重构、重组和新的国际

标准。

日前，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指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

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碳定价是目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中最艰巨的议题之一。

1.简述绿色金融对我国经济发展转型的作用。

2.简述绿色金融、碳金融各自的含义及二者的关系。

3.简述碳定价的作用，简述碳税、碳排放权交易各自的特点。

4.从宏观政策制定、金融机构实践、加强国际合作等角度谈谈我国金融业应如何支持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二、论述题(共 1 题，30 分)
2020 年 7 月 23 日，中国人民银行 2020 年第 5 次行务会议审议通过《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

理试行办法》，并报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自 2020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近年来，我国一些金融控股公司开展跨业投资，形成了金融集团;还有部分非金融企业投资

控股了多家多类金融机构，成为事实上的金融控股公司。实践中，金融控股公司存在诸多问

题。

2021 年 4 月，央行联合约谈多家互联网金融机构，纠正互联网金融乱象。

1.简述金融控股公司良好的公司治理体现在哪些方面?

2.目前，我国的金融控股公司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哪些?

3.对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的原则有哪些?如何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股东及资本管理?

4.实现中国特色金融控股公司的有效治理，从健全股权制度、提升公司治理能力角度谈谈你

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