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后冲刺模拟试卷（二） 参考答案及详细解析

一、 单项选择题

１． Ａ 【解析】 知识型无形资产是通过人类智力劳动创造形成的成果， 以

及包含、 凝结和体现人类智力劳动成果的无形资产。 主要包括工业产权和著作

权等。 选项 Ｂ 属于权利型无形资产。 选项 ＣＤ 属于关系型无形资产。

２． Ｂ 【解析】 无形资产的特征包括形式特征和功能特征。 其中， 无形资

产的功能特征包括依附性、共益性、 积累性、 替代性。

３． Ｂ 【解析】 许可费率数据的获取方式包括可比许可协议的详细资料、 统

计的行业平均数据、 行业经验值、 市场投资回报率分析资料等。

４． Ｃ 【解析】 无形资产外部信息的获取途径主要包括： 学术及法律出版

物、 行业出版物或相关网站、新闻来源、 法庭案例、 政府监管部门、 专业数

据提供商。 选项 Ｃ 说法错误， 法律权属资料属于无形资产的内部信息。

５． Ｂ 【解析】 已知许可期限为３ 年。 入门费为３０ 万元， 许可费率为

净收入的５％。 企业未来３ 年净收入分别为 １ １００ 万元， １ ３００ 万

元， １ ６００ 万元， 折现率为 １０％， 不考虑税收影响， 该专利技术许

可权评估值＝ ３０＋５％ ×［ １ １００ ／ （ １＋１０％）＋１ ３００ ／

（ １＋１０％）２ ＋１ ６００ ／（ １＋１０％）３ ］＝ １９３ ８（ 万

元）。

６． Ａ 【解析】 采用回报率拆分法测算无形资产折现率， 确定企业整体回

报率时， 被投资企业的回报率应该等于投资者期望获得的回报率。 企业整体回

报率可采用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来进行确定。

７． Ｄ 【解析】 选项 Ｄ 说法错误， 无形资产的收益期限可能比其法定有



效期限短， 因为它们要受许多因素的影响。

８． Ｄ 【解析】 在总价计量方式下， 无形资产的可比条件主要包括： ①标

的无形资产与可比无形资产功效相同或类似； ②标的无形资产与可比无形资产

权力状态相同或相似； ③标的无形资产与可比无形资产所处的发展阶段相同或

相似。

９． Ｄ 【解析】 贬值率＝ 已使用年限／ （ 已使用年限＋剩余使用年限） ×

１００％ ＝ ３ ／ （ ３＋５） ×１００％ ＝ ３７ ５％。

１０． Ｃ 【解析】 根据我国专利法的相关规定， 专利的授权许可包括独占

许可使用权、 排他许可使用权和一般许可使用权三种具体形式。

１１． Ｂ 【解析】 专利资产的所有权包括使用、 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与专

利资产出资相关的权利主要是使用权和处置权， 公司法要求出资的资产需要具

有依法转让的权利， 因此专利资产的单独使用权一般不能出资。

１２． Ｃ 【解析】 选项 Ｃ 说法错误， 广告宣传有利于扩大商标知名度， 需

要花费巨额费用， 但所花费的这些费用对商标资产价值起影响作用， 而不是决

定作用。

１３． Ｂ 【解析】 集体商标和证明商标都存在商标使用不具有专有性和排他

性， 难以单独交易转让， 不具备成为商标资产的基本要素。 商品商标和服务

商标是自然人、 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对其生产经营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项目申

请注册的商标， 具有专有性和排他性的特征。

１４． Ｄ 【解析】 受委托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的归属由委托人和受托人通过

合同约定。 合同未做明确约定或没有订立合同的， 著作权属于受托人。

１５． Ｄ 【解析】 著作权的人身权利包括： 发表权、 署名权、 修改权、 保



护作品完整权。 著作权的财产权利包括： 复制权、 发行权、 出租权、 展览

权、 表演权、 放映权、 广播权、 信息网络传播权、 摄制权、 改编权、 翻

译权、 汇编权、 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

１６． Ｄ 【解析】 选项 Ｄ 说法错误， 企业价值不能通过对企业所拥有的

各项资产价值进行相加得到， 企业的各项资产是相互作用、 相互补充、 相互

影响， 这些资产在企业中的价值大小取决于其对企业所产生贡献的多少。 企业

价值体现的是将企业的人力、 物力、 财力等生产经营要素整合在一起的现在和

未来的获利能力。

１７． Ｂ 【解析】 企业价值评估的对象通常包括企业整体权益、 股东全部

权益和股东部分权益三种。

１８． Ａ 【解析】 完全竞争市场的特征主要包括： 生产者的数量足够多， 每

个厂商均是价格的接受者，生产的产品无差别， 行业进入或者退出容易。

１９． Ｄ 【解析】 潜在进入者威胁大小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 ①规

模经济效应； ②产品差异程度； ③进入资本门槛； ④原材料来源及产品销售

渠道； ⑤政策限制因素。

２０． Ｃ 【解析】 在公司层战略中， 紧缩型战略的表现形式主要包括： ①

规模缩小； ②大量裁员； ③明显的过渡性。

２１． Ｄ 【解析】 在对企业收益范围进行具体界定时， 应首先注意以下两

个方面： 一是从企业价值决定因素的角度上讲， 虽由企业创造和收取但并非由

企业权益主体所拥有的收入， 并不能作为企业价值评估中的企业收益。 比如

税收， 不论是流转税还是所得税都不能视为企业收益。 二是凡是企业权益主体

所拥有的企业收支净额， 都可视为企业的收益。 无论是营业收支、 资产收支，



还是投资收支， 只要形成净现金流入， 就应纳入企业收益范围当中。 所以选

项 Ｄ 说法错误。

２２． Ｃ 【解析】 企业自由现金流量＝ ［ 净利润＋利息费用×（ １－所

得税税率） ＋折旧及摊销］ －（ 资本性支出＋营运资金增加） ＝ ［ ９ ０

００＋３００×（ １－２５％） ＋５００］ －（ ９００＋４ ０００） ＝ ４

８２５（ 万元）。

２３． Ｂ 【解析】 选项 Ｂ 说法错误， 在企业的稳定增长阶段， 股权自由

现金流量的永续增率应小于股权资本成本。

２４． Ｂ 【解析】 收益法的局限性包括： 受市场条件制约、 受企业营运期

影响、 部分评估参数对评估结果的影响非常敏感、 具有较强的主观性。

２５． Ｂ 【解析】 可比对象选择时， 一般关注要点包括： 行业性质或者经

济影响因素、 企业注册地与业务活动地域范围、 业务结构、 经营模式、 企业

规模、 资产配置和使用情况、 企业所处经营阶段、成长性、 经营风险、 财务

风险。

２６． Ｃ 【解析】 在价值比率中， 盈利价值比率包括两类： ① 权益价值

比率， 包括 Ｐ ／ Ｅ （ 市盈率）、 ＰＥＧ、 Ｐ ／ ＦＣＦＥ； ②企业整体

价值比率， 包括 ＥＶ ／ ＥＢＩＴＤＡ、 ＥＶ ／ ＥＢＩＴ、 ＥＶ ／ ＦＣ

ＦＦ。

２７． Ａ 【解析】 在运用市场法进行企业价值评估时， 价值比率的选择方

法主要包括基本因素方法、 统计方法及常规方法。

２８． Ｄ 【解析】 资产基础法的局限性主要有： ①采用资产基础法忽视了

某些无形资产对企业创造的价值； ②资产基础法评估所用的时间较长、 成本较



高； ③资产基础法忽视了企业整体获利能力， 难以体现企业价值的全部内涵。

２９． Ｄ 【解析】 在企业价值评估过程中， 资产基础法适用的情况主要包

括： ①无形资产较少， 尤其是不存在商誉的企业； ②可能进入清算状态的企

业； ③开发建设初期的企业。 如果企业存在大量无形资产， 尤其是商誉， 运

用资产基础法评估会忽视企业的综合盈利能力， 低估企业价值。

３０． Ｄ 【解析】 选项 Ｄ 说法错误， 因法律法规规定、 客观条件限制无

法实施核查验证的事项， 评估人员应在工作底稿中说明， 分析其对评估结论的

影响程度， 并在资产评估报告中披露。

二、 多项选择题

１． ＡＢ 【解析】 在无形资产的评估方法中， 收益法中的通用方法的关键

参数有收益额和折现率。

２． ＡＣＤ 【解析】 无形资产收益期限的确定方法包括： 法定年限法、 更

新周期法、 剩余经济寿命预测法。

３． ＢＤ 【解析】 在无形资产重置成本的测算中， 外购无形资产的重置成

本的测算方法主要包括市价类比法、 价格指数法。

４． ＢＣＤ 【解析】 专利资产的经济特征有： ①专利资产具有垄断收益； ②

专利资产的收益不稳定性；

③专利资产的研发成本不易界定； ④专利资产之间的可比性弱。

５． ＡＣＤ 【解析】 选项 Ｂ 说法错误， 商标注册申请人可以通过一份申

请就多个类别的商品申请注册同一商标。 选项 Ｅ 说法错误， 对申请注册的商

标， 商标局自收到商标注册申请文件之日起九个月内审查完毕， 符合《商标法》

有关规定的， 商标局应该予以初步审定公告。



６． ＢＣＤＥ 【解析】 在著作权资产评估实务中， 影响著作权资产价值的

因素主要包括： 宏观经济状况、市场需求状况、 著作权资产所依托的作品、 著

作权资产的运营模式、 著作权资产的法律状态。

７． ＡＢＣ 【解析】 行业发展状况是指对行业内的所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

都会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这些因素主要有： 行业政策环境， 行业经济特征，

行业市场特征， 行业竞争情况， 行业特有的经营模式， 行业的周期性、 区

域性和季节性特征， 企业所在行业与上下游行业之间的关联性， 上下游行业发

展对本行业发展的有利和不利影响等。 选项 ＤＥ 属于企业发展状况。

８． ＡＢＤ 【解析】 选项 Ａ 属于宏观环境分析中的政治与法律因素， 选

项 Ｂ 属于宏观环境分析中的技术因素， 选项 Ｄ 属于宏观环境分析中的经济

因素。 选项 ＣＥ 属于企业价值评估中的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行业发展状况

分析是指对行业经济特性、 行业市场结构、 行业生命周期和行业景气程度等内

容的分析和预测。

９． ＡＢＣＥ 【解析】 选项 Ｄ 说法错误， 对企业支付给债权投资者的利

息金额进行折现， 采用税前债务资本成本； 对企业承担的税后利息费用进行折

现， 采用税后债务资本成本。

１０． ＡＣＤＥ 【解析】 选项 Ｂ 说法错误， 时点型价值比率的分子可以

选择评估基准日股票价值为基础进行计算得到， 时点型价值比率的分母以评估

基准日前１２ 个月的相关财务数据为基础进行计算得到。

三、 综合题

１． 【答案】

（１）“ Σ” 专利是 Ｄ 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申请并注册的， 法



律保护期为 １０ 年， 评估时点为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底， 所以法定保护期

限还有 ５ 年， 但是经济寿命还有 ４ 年， 二者取其短， 那么“ Σ” 专利的

剩余使用年限还有 ４ 年。

（ ２） ２０２１ 年销售单价为 ６００ 元／ 件。

２０２２ 年销售单价＝ ６００×（ １－８％） ＝ ５５２（ 元／ 件）

２０２３ 年销售单价＝ ５５２×（ １－８％） ＝ ５０７ ８４（ 元／ 件）

２０２４ 年销售单价＝ ５０７ ８４×（ １－８％） ＝ ４６７ ２ １２８

（ 元／ 件）

（ ３）“ Σ” 专利的重置成本＝ １２０×（ １＋３０％） ＝ １５６（ 万元）

“ Σ” 专利约当投资量＝ １５６×（ １＋３００％） ＝ ６２４（ 万元）

Ｂ 企业资产约当投资量＝ ５ ０００×（ １＋１５％） ＝ ５ ７５０（ 万元）

利润分成率＝ ６２４ ／ （ ６２４＋５ ７５０） ×１００％ ＝ ９ ８％

（ ４） ２０２１ 年的利润额＝ （ ６００－４５０） ×１８ ＝ ２ ７００

（ 万元）

２０２２ 年的利润额＝ （ ５５２－４５０） ×１８ ＝ １ ８３６（ 万元）

２０２３ 年的利润额＝ （ ５０７ ８４－４５０） ×１８ ＝ １ ０４１ １

２（ 万元）

２０２４ 年的利润额＝ （ ４６７ ２ １２８－４５０） ×１８ ＝ ３０９ ８

３０ ４（ 万元）

２０２１ 年的分成额＝ ２ ７００×９ ８％ ＝ ２６４ ６（ 万元）

２０２２ 年的分成额＝ １ ８３６×９ ８％ ＝ １７９ ９２８（ 万元）

２０２３ 年的分成额＝ １ ０４１ １２×９ ８％ ＝ １０２ ０２９ ８（ 万



元）

２０２４ 年的分成额＝ ３０９ ８ ３０４×９ ８％ ＝ ３０ ３６３ ４（ 万

元）

评估值＝ ２６４ ６ ／ （ １＋１０％） ＋１７９ ９２８ ／ （ １＋１０％）

２ ＋１０２ ０２９ ８ ／ （ １＋１０％） ３ ＋ ３０ ３６３ ４ ／ （ １

＋ １０％） ４ ＝４８６ ６４（ 万元）

２． 【答案】

（ １） 资产基础法适用的一般情况： 在资产继续使用假设下进行的企业价值

评估； 可以取得充分的历史资料情况下的企业价值评估； 无法确定企业盈利

状况并难以在市场上找到参照企业情况下的企业价值评估。

（ ２） 资产基础法特别适用的情况： 无形资产较少， 特别是不存在商誉的企

业； 可能进入清算状态的企业； 开发建设初期的企业。

（ ３） 企业提供的审计报告是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评估

专业人员需要对强调 事项段披露的重大事项进行必要的了解，并分析判断其对

评估结论是否存在重大影响， 能否直接利用该审计报告， 是否存在需要在评估

报告中特别说明或披露的重大事项。 按照国有资产评估的相关规定， 国有企业

评估项目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办理核准或备案时， 应当提供与经济行为相

对应的标准审计报告。 如果为非标准审计报告时， 对其附加说明段、 强调事

项段或修正性用语， 企业需提供对有关事项的书面说明及承诺。

（ ４） 好上好公司的发明专利应当纳入评估范围。

发明专利权的法律保护期限为２０ 年， 自申请日２００８ 年１ 月１ 日起计

算。 评估基准日为２０２０ 年１２ 月 ３１ 日， 法律保护期限剩余 ７ 年。



评估专业人员通过综合分析和具体估算， 预测上述发明专利的剩余经济寿命为

５ 年， 小于法律保护剩余年限， 因此收益期限为 ５ 年。

（５） 表外发明专利评估值＝ ５０ ０００ × ３％ ／ （ １ ＋ １５％） ＋

５５ ０００ × ３％ ／ （ １ ＋ １５％） ２ ＋ ５９ ０００ × ３％ ／

（ １ ＋

１５％） ３ ＋６２ ０００×３％ ／ （ １＋１５％） ４ ＋６２ ０００×

３％ ／ （ １＋１５％） ５ ＝ ５ ７０４（ 万元） 表外负债价值＝ ２ ０

００（ 万元）

好上好公司表内外全部资产价值＝ １３５ ０００＋５ ７０４ ＝ １４０ ７

０４（ 万元） 好上好公司表内外全部负债价值＝ ７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 ＝

７２ ０００（ 万元） 好上好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１４０ ７０４－７２

０００ ＝ ６８ ７０４（ 万元）

３． 【答案】

（ １） 税后净营业利润＝ 净利润＋利息费用×（ １－所得税税率）

甲公司税后净营业利润＝ ２ ８００＋４００×（ １－２５％） ＝ ３ １００

（ 万元）

乙公司税后净营业利润＝ ３ ６００＋７００×（ １－２５％） ＝ ４ １２５

（ 万元） 丙公司税后净营业利润＝ ３ ２００＋９００×（ １－１５％） ＝

３ ９６５（ 万元）

（ ２） 甲公司的债务资本成本＝ ６％ ×（ １－１５％） ×（ １－２５％）

＝ ３ ８２５％

乙公司的债务资本成本＝ ６％ ×（ １－１５％） ×（ １－２５％） ＝ ３ ８



２５％

丙公司的债务资本成本＝ ６％ ×（ １－１５％） ×（ １－１５％） ＝ ４ ３

３５％

（ ３） 甲、 乙、 丙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均为 １０％。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权益资本成本×权益资本权重＋债务资本成本×债务资本

权重

甲公司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１０％ ×１７ ０００ ／ （ １７ ０００＋９

０００） ＋３ ８２５％ ×９ ０００ ／ （ １７ ０００＋９ ０００） ＝７

８６２ ５％

乙公司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１０％ × ２１ ０００ ／ （ ２１ ０００ ＋

１６ ０００） ＋ ３ ８２５％ × １６ ０００ ／ （ ２１ ０００ ＋１６ ０

００） ＝ ７ ３２９ ７％

丙公司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 １０％ × １９ ０００ ／ （ ２１ ０００ ＋

１９ ０００） ＋ ４ ３３５％ × ２１ ０００ ／ （ ２１ ０００ ＋

１９ ０００） ＝ ７ ０２５ ９％（ ４） 经济利润＝ 净利润－股权资本成本

甲公司的经济利润＝ ２ ８００－１７ ０００×１０％ ＝ １ １００（ 万元）

乙公司的经济利润＝ ３ ６００－２１ ０００×１０％ ＝ １ ５００（ 万元）

丙公司的经济利润＝ ３ ２００－１９ ０００×１０％ ＝ １ ３００（ 万元）

（ ５） 对债务资本成本进行估算的方法主要包括：

①基于银行贷款利率估算债务资本成本： 利用评估基准日现行的银行贷款利率

市场行情， 结合被评估企业的偿债能力， 估算债务资本成本。

②基于企业债券利率估算债务资本成本： 以评估基准日企业发行债券的到期回



报率为基础， 估算债务资本成本。

③风险调整法： 在同期国债到期收益率的基础上加上企业的信用风险补偿率。

４． 【答案】

（ １） 最具有可比性的 ３ 个交易案例是 Ａ、 Ｂ、 Ｃ。

Ａ、 Ｂ、 Ｃ 三个交易案例在行业性质或者经济影响因素、 业务结构、 经营

模式、 企业规模、 企业所处经营阶段、 成长性等方面与丙公司相似， 交易案

例 Ｄ 与丙公司在经济影响因素、 企业规模、成长性等方面差别很大， 不作为

可比案例。

（ ２） 交易案例选择的关注要点主要包括： 交易日期应尽可能与基准日接近；

关注可比交易案例

资料的可获得性和充分性。

（ ３） 丙公司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３ ６００＋４０＋７５６ ＝４ ３９６（ 万元）

可比案例 Ａ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４ ０００＋３２０＋８３７ ＝ ５ １５

７（ 万元） 可比案例 Ｂ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２ ０００＋０＋４５３ ６

０ ＝ ２ ４５３ ６（ 万元）可比案例 Ｃ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３ ０００

＋０＋５０４ ＝ ３ ５０４（ 万元）

（ ４）可比案例 Ａ 的 ＥＶ ／ ＥＢＩＴＤＡ ＝（ ２６ ５２０ ／ ５１％

＋８ ０００） ／ ５ １５７ ＝ １１ ６３

可比案例 Ｂ 的 ＥＶ ／ ＥＢＩＴＤＡ ＝ （ １９ ２００ ／ ６０％ ＋０）

／ ２ ４５３ ６ ＝ １３ ０４可比案例 Ｃ 的 ＥＶ ／ ＥＢＩＴＤＡ ＝

（ ３９ ８００ ／ ９０％ ＋０） ／ ３ ５０４ ＝ １２ ６２ 可比案例 Ａ



调整后的 ＥＶ ／ ＥＢＩＴＤＡ ＝ １１ ６３×１ １×０ ８８ ＝ １１ ２

６可比案例 Ｂ 调整后的 ＥＶ ／ ＥＢＩＴＤＡ ＝ １３ ０４×０ ９×０ ７

９ ＝ ９ ２７ 可比案例 Ｃ 调整后的 ＥＶ ／ ＥＢＩＴＤＡ ＝ １２ ６

２×１×０ ８８ ＝ １１ １１

（ ５） 可比案例的平均 ＥＶ ／ ＥＢＩＴＤＡ ＝ （ １１ ２６＋９ ２７＋

１１ １１） ／ ３ ＝ １０ ５５

丙企业的 ５１％的股权价值＝ ５１％ ×（ １０ ５５×４ ３９６－１ ０００）

＝ ２３ １４２ ６８（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