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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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应试人员熟悉金融政策

与法律法规，能够熟练运用金融相关理论、方法和技巧，分析、解决和处理金融实务中相关

问题，具备组织、协调、落实金融工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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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地运用

习近平经济思想、金融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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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包括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指导思想；党的二

十大报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等对经济金融工作的部署；百年来党领导

金融工作的探索、发展和历史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金融工作取得的重大成就和经

验。

2.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包括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中国特色金融发

展之路的基本要义及其与西方金融发展道路的显著区别；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主要内

涵；打造现代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完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提升金融供给体系的适应性、

竞争力和普惠性。

3.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包括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当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存

在的主要问题；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推



动金融资源配置到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金融强

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

4.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包括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取

得的积极成效；完善金融风险识别、监测、预警和处置机制，健全具有硬约束的金融风险早

期纠正机制；统筹化解房地产、地方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

发挥国有大型金融机构的压舱石作用，发挥保险业的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功能。

5.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括近年来我国深化金融改革的背景、意义、主要举措

和成效；近年来国际金融监管改革进展及我国实践；深入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稳妥

推进数字人民币研发试点；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深化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强化国有大

型金融机构的主力军作用，推动中小金融机构立足当地开展特色化经营。

6.更好发挥资本市场枢纽功能。包括推动股票发行注册制走深走实，健全多层次资本市

场体系，大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培育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促进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

规范金融市场发行和交易行为；强化市场规则，打造规则统一、监管协同的金融市场，促进

长期资本形成；打击欺诈发行、财务造假、操纵市场等违法行为。

7.完善金融宏观调控与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包括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

控框架，加强货币供应总量和结构双重调节，更加注重做好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全面强化

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完善房地产金融宏观审慎管理，

严格中小金融机构准入标准和监管要求，落实银行业差异化资本监管体系。

8.统筹金融开放与安全。包括扩大金融业高水平开放的意义和挑战；稳步扩大金融领域

制度型开放，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拓展境内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

国际化，加强外汇市场管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合理引导预期，

防范风险跨区域、跨市场、跨境传递共振；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合作与治理。



9.完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包括深化党建与公司治理有机融合，结合公司法最

新修订，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拓宽银行资本金补充渠道；强化金

融企业全面风险管理和内控体系建设；强化对大股东资金占用、过度杠杆、产业资本与金融

资本缺乏隔离等潜在风险隐患的源头治理。

10.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包括金融创新的原因及表现形式，金融

创新对金融发展的影响，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金融监管的关系，金融与科技创新的关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推动金融事业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的成果；金融助力发展

新质生产力；加强金融法治建设，推进金融重点领域和新兴领域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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