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高级经济实务（金融）考

试大纲

考试目的和要求

测查应试人员是否具有从事高级金融实务的综合能力素质。要求应试人员熟悉经济、金

融政策与法规，熟练运用经济、金融相关理论、方法和技巧，准确、恰当地开展经济金融研

究、服务和管理等。

考试涉及的专业知识与实务

本科目题型设置多样，考核点复合程度较高。应试人员作答试题需要综合、灵活地应用

习近平经济思想、有关专业理论和政策法规，合理、深入地进行判断、分析或评价。考试涉

及的专业知识与实务范围如下：

1. 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包括党对金融工作的指导思想；党的二十大报

告等对金融工作的部署；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和专业性；百年来党领导金融工作的探

索、发展和历史意义；新时代背景下党领导金融工作的主要成效和经验。

2. 建设现代金融体系与金融制度。包括现代金融体系结构及我国推动构建现代金融体

系的重要政策举措；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金融宏观调控

体系及其制度安排，金融机构体系及其制度安排；金融市场及其要素，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及

其作用等。

3. 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包括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政策举措；

健全普惠金融体系，加强对小微企业、“三农”和偏远地区的金融服务，推进金融支持乡村



振兴和共同富裕，助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推进绿色金融，加大对绿色、低碳、循环经济的

支持等。

4. 防范金融风险与维护金融稳定。包括金融风险的识别、度量、监测和控制，系统性

金融风险的特点和防范；我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及维护金融稳定的主要挑战和成效；建设和

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落实 2022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

险的工作部署等。

5.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括深化金融改革的时代背景与重大意义，近年来我

国深化金融改革的重大举措与成效，近年来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改革的实践与探索；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依法规范

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等。

6. 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与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包括中央银行的产生、发展和基本职

能，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重要意义和主要举措；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主要历程；现

阶段我国金融监管面临的主要挑战，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的重点举措；监管科技的发展

现状和影响等。

7. 扩大金融业高水平开放与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包括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

和积极成效，扩大金融业高水平开放的意义及面临的风险挑战；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人民

币国际化进程和趋势展望；推进金融治理体系和金融治理能力现代化，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

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等。

8. 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包括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的内涵，当前金融企业公司治理与

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差距；加强股东资质穿透审核和股东行为监管，加强董事会、高级管理层



履职行为监督；健全不当所得追回制度和风险责任事后追偿制度；强化金融企业内控体系建

设和外部监督等。

9. 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与打击金融犯罪。包括国内外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良好经验，

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现状、挑战和措施；金融机构行为规范和从业人员行为管理；金

融知识普及和金融消费者教育；金融犯罪活动的特点和性质，我国打击金融犯罪和金融腐败

行为的实践经验等。

10. 推动金融创新与金融科技发展。包括我国支持金融创新的政策措施；近年来我国在

应对人口老龄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等领域的金融创新探

索和实践；我国金融科技发展现状、特点、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提升金融科技水平的探索

与实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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