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藏，上海财经大学资产评估（专硕）考研初试复试备考指南

上海财经大学是 211院校，社会认可度也比较高。上海财经大学的资产评估

硕士研究生专业是专硕，只有全日制，没有非全日制，上 2年，学费是 20.8万/2

年。

上海财经大学资产评估专硕近七年每年统考有 139~413 人左右报考，统考

录取 39~65 人上下，报录比 15.7%~28%之间。

比如：

25 年，共拟招 78 人（统考+推免，推免人数一般不超过 50%）

24 年，统考报考实考人数 139 人，统考录取 39 人，复试分数线 360，报录比 28%，国

家线 348 分，推免录取 40 人；

23 年 统考报考 242 人，统考录取 39 人，报录比 16%，复试分数线 374 分，国家线 346

分，推免录取 41 人；

22 年 统考报考 413 人，统考录取 65 人，报录比 15.7%，复试分数线 380 分，国家线

360 分，推免录取 31 人；

21 年 统考报考 308 人，统考录 61 人，报录比 19.8%，复试分数线 366 分，国家线 348

分，推免录取 20 人；

一、上海财经大学资产评估硕士研究生专业

上海财经大学资产评估专业学位硕士授权点成立于 2010 年，是全国首批

68所资产评估专业学位硕士培养单位之一。我校资产评估专业学位硕士人才的

培养依托投资学、会计学、统计学、财政学等多个相关学科的专业力量，在人才

培养过程中凸显财经特色，发挥上财专业优势和上海金融优势，为社会输送了大



虽优秀的专业人才，得到用人单位的高度认可。

二、上海财经大学资产评估硕士研究生专业特色与优势

1.师资力量雄厚，“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不断加强

本学位点师资力量雄厚，有专任教师 22 人。从职称结构看，正高级占

31.8%副高级占 45.5%，中级占 22.7%。从学历结构看，具有博士学位导师

占比为 86%。从年龄结构看，40岁及以下占 23%。教师队伍中 1人入选国家

级人才计划，4人入选省部级人才计划。此外，还有多人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学

科和行业组织任重要职务。近五年，本学位点教师获得 1项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和 4项省部级教学成果奖，同时在论文发表、学术奖励、政策咨询等方面都取

得了斐然的成绩。

为适应专业硕士培养“行业高端应用型人才”的目标定位，本专业学位点始

终坚持为每一名学生配备“双导师”。学位点共聘请业界导师 60 人，他们均

为资产评估及相关领域(证券、会计师事务所、投资机构)的资深专家，负责在学

生业务实习、论文选题等各环节提供专门指导。

本专业学位点的发展立足于上海财经大学实践平台，同时得到了资产评估行

业主管部门、资产评估实践基地以及业界导师的大力支持，形成了“四位一体”

产学研协同支撑体系。实践基地包括上海东洲、立信、申威、银信、金证、中企

华等多家长期合作的大型评估机构，以及评估行业协会、数据公司、ESG 评级

等新签约单位。其中，上海东洲、立信、申威、金证四家评估机构还与我校签订

了奖学金捐助协议，专门用于奖励在专业课学习、专业实习和参加专业竞赛活动



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在读资产评估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三、资产评估项目背景

资产评估行业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中介行业在国际上有上百年的发展历史。

我国资产评估行业诞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在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为

维护国有资本权益、规范资本市场运作、防范金融系统风险、保障社会公共利益

和国家经济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2016 年 12月 1 日开始施行的《资产评估法》

正式莫定了我国资产评估的法律地位，标志着我国资产评估行业进入了法制化发

展的新阶段，进一步提升了资产评估行业对高质量人才的迫切需求。与此同时，

资产评估专业聚焦于资产定价、企业价值评估、无形资产评估等专业知识的学科

特点，契合了证券业、投资咨询业、银行业等专业机构的人才需求，有效拓展了

资产评估专业人才的就业领域。

所属院系：

上海财经大学的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是一所历史悠久、特色鲜明的教学科研机构，学院

前身是成立于 1950 年的财政金融系，历经 70 余年的发展，形成了公共经济和公共管理两大

学科方向，以公共精神和国家治理为学院宗旨，向国家和社会输送了近 3 万名优秀学生。

学院的学科实力雄厚。财政学学科是教育部首批批准设立的财政学硕士点和博士点之

一，1997 年被财政部评为部级重点学科，2001 年获评国家级重点学科，2007 年再次获评国

家级重点学科，是国内仅有的 4 家财政学国家重点学科之一。自 1979 年开始建设的投资学

学科，形成了独具财经特色的公共投资与市场投资的交叉学科。2018 年，学院获批公共管

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学科体系更臻完善。同年 7 月，公共管理硕士（MPA）项目通

过全球公共政策、事务与管理院校联盟（NASPAA）认证，成为国内第三个通过此项认证的



院校。2022 年，我院财税学科和投资学科作为重要支撑，应用经济学在第五轮学科评估中

进入第一方阵。

学院拥有一支杰出的师资团队。一方面，学院拥有全校仅有的 2 名国家级参政议政专

家，蒋洪教授是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刘小兵教授是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另一方面，

学院拥有多个国家级和省部级高层次人才，包括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万人哲社领军、青年长

江学者、万人青年拔尖等。同时，学院还拥有多个国家级师资团队，2008 年蒋洪教授领衔

的财政学团队入选国家级教学团队，2023 年范子英教授带领的“财政与国家治理”入选教育

部第三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学院坚持“顶天立地”的科学研究。在理论研究方面，扎根中国大地做研究，推动中国

研究的国际化，实现了经济学、公共管理学和政治学国际顶级期刊的全覆盖；将研究写在祖

国大地上，实现了《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等国内权威期刊发表的常态化，相关研究

成果多次获教育部和上海市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在政策研究方面，学院教师积极投身咨政启

民，服务于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在财税法治、税制改革和政府治理等方面获国家主要领导人

批示数十项。

学院积极落实立德树人。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公共意识和公共精神，2019

级行政管理专业学生加拉斯，因其英勇事迹获评由教育部、人民日报社共同指导，人民网、

光明日报教育部、《大学生》杂志和中国大学生在线联合主办的第十七届“大学生年度人物”

提名奖。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学术精神和学术品位，“学术之星”是我校研究生

的最高荣誉，每年在 1300 名博士生中遴选 5 名，自 2017 年至今，共计遴选了 40 名“学术之

星”，我院学生一共荣获 12 人次（含提名奖），位列全校第一。

全国开设资产评估硕士研究生专业的院校：

1、中国人民大学

2、北京工商大学

3、中央财经大学

4、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5、天津财经大学

6、天津商业大学



7、河北大学

8、河北经贸大学

9、东南大学

10、中国矿业大学

11、河海大学

12、南京财经大学

13、浙江财经大学

14、复旦大学

15、上海财经大学

16、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17、暨南大学

18、广东财经大学

19、厦门大学

20、西南财经大学

21、重庆理工大学

22、青岛理工大学

23、山东财经大学

24、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25、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26、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27、武汉理工大学

28、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9、山西财经大学

30、兰州财经大学

31、辽宁大学

32、东北财经大学

33、云南大学



34、西南林业大学

35、云南财经大学

36、云南民族大学

37、江西财经大学

38、广西科技大学

39、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40、长安大学

41、内蒙古财经大学

开设资产评估硕士研究生专业的一些院校排名：

1、中国人民大学 A+

2、清华大学 A+

3、海交通大学 A+

4、中山大学 A+

5、北京大学 A

6、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A

7、南开大学 A

8、复旦大学 A

9、上海财经大学 A

10、南京大学 A

11、厦门大学 A

12、西安交通大学 A

13、北京交通大学 A-

14、中央财经大学 A-

15、大连理工大学 A-



16、东北财经大学 A-

17、吉林大学 A-

18、浙江大学 A-

19、山东大学 A-

20、武汉大学 A-

21、华中科技大学 A-

22、湖南大学 A-

23、四川大学 A-

24、西南财经大学 A-

25、北京理工大学 B+

26、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B+

27、天津大学 B+

28、天津财经大学 B+

29、华北电力大学 B+

30、山西财经大学 B+

◆上海财经大学税务专硕 所属院系及专业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025600 资产评估

◆上海财经大学资产评估专硕 考研报考条件

报名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员，须符合下列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2.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3.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规定的体检要求。

4.考生学业水平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含普通高校、成人高校、普通高校举办

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等应届本科毕业生)及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届时可毕业本科

生。考生录取当年入学前必须取得国家承认的本科毕业证书或教育部留学服务中

心出具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否则录取资格无效。

(2)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

(3)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满 2年(毕业后到录取当年入学前)

或 2年以上的人员，以及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按本科毕业同等学力身

份报考。

其中，高职高专毕业学历的考生须满足以下要求：①修过相关专业大学本科

课程，至少通过八门本科课程的考试;②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达到及格水

平或具有相当水平;③公开发表过相当于学士学位论文水平的本专业学术论文。

高职高专毕业学历的考生须于 2024 年 10月 14日前向我校研究生院招生办公

室提出申请，附上相关材料的证明，经审查同意后，方可办理报名手续。



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报名阶段如实填报学历信息，无需提前向我办

提出申请。

同等学力考生在复试过程中须加试两门所报考专业大学本科主干课程。

同等学力考生仅能报考除金融(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研究方向)、金融(首席经济

学家研究方向)、金融(首席投资官研究方向)、国际商务(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研究

方向)、法律(法学)(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研究方向)和会计(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研究方

向)专业学位硕士外我校其他各专业或研究方向。

(4)已获硕士、博士研究生学历或学位的人员。在校研究生报考须在报名前

征得所在培养单位同意。

5.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考生，应为高校学生

应征入伍退出现役，且符合硕士研究生报考条件者(高校学生指全日制普通本专

科(含高职)、研究生、第二学士学位的应(往)届毕业生、在校生和入学新生，以

及成人高校招收的普通本专科(高职)应(往)届毕业生、在校生和入学新生)。考生

报名时应当选择填报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并按要求填报本人入伍前的入学

信息以及入伍、退役等相关信息，复试前须向我校提供《入伍批准书》和《退出

现役证》进行复核。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考生，

仅能报考除金融(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研究方向)、金融(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方向)、

金融(首席投资官研究方向)、国际商务(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研究方向)、法律(法

学)(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研究方向)和会计(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研究方向)专业学位硕

士外我校其他各专业或研究方向。



6.报考“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含“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

校区联合培养专项”)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考生，须符合第 1、2、3、4

条中的各项要求且符合教育部关于“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的报考要求，

相关招生要求以我校后续公告为准。

7.报考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的考生，须符合第 1、2、3、4条中的各项要求，

且符合《上海财经大学接收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管理办法

(2020 年 9月修订)》(上财行规〔2021〕25号)各项要求及相关学院(所、系)接

收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自定条件。

已被上财录取的推免生，不得再报名参加当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否则取

消其推免录取资格。

◆费用

学费、学制：20.8万/ 2年，只招全日制，不招非全日制。在规定时期完成

课程学习但未完成学位论文者，可申请延长学习年限，累计延长学习年限一般不

得超过一年。

住宿费：1200/年左右

◆研究方向

资产评估硕士



◆上海财经大学资产评估硕士研究生专业培养目标

上财资产评估硕士专业学位的培养按以下三个项目开展:

1、企业价值评估方向:

该方向为资产评估专业传统优势领域，开设企业价值评估企业并购重组、金

融资产评估等核心必修课程，培养学生掌握金融资产定价、产权定价和整体企业

价值评估等核心专业技能，为资产评估、金融及投资等相关领域输送高质量资产

定价人才。

2、数据资产评估方向:

在数字中国发展的背景下，本学位点设立了数据资产评估方向，开设涵盖数

字经济、数据资产、无形资产评估等内容的核心课程，培养一批具有数字经济视

野、理解数据要素价值和掌握数据资产相关专业技能的学生，服务于国家数字化

发展战略、上海的数字城市建设以及行业和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3、ESG 评估方向:

在“双”目标的背景下，本学位点设立了 ESG 评估方向，开设 ESG 相

关课程，教学内容涵盖 ESG 发展理念、ESG 影响力评估等紧密连接实务的模

块，服务于国家“双碳”战略、相殝寢仨荽瑯碶厕遂祓帥阡夆歩屡數谚簍囵だ俘

塅戢蹭Ồ琪愿稈埂Û菠颁企业双碳发展的人才需求。

◆上海财经大学资产评估硕士研究生专业课程设置



在课程设置上，适应资产评估跨学科的专业特征，设置经济学、会计学、金

融学、统计学等多领域相关课程:坚持中国特色和中国标准，尊重国际规则，对

接国际标准:常态化设置专家讲座，普及案例教学，加强社会实践管理，提升学

生专业技能:紧跟经济和行业发展动态，针对多个相关领域分专业方向投课，培

养学生前视野和多方位专业技能。

在培养计划制定、课程设置、案例教学、前沿讲座、社会实践、论文选题等

环节，引入业界专家和实务导师参与:把社会需求融入到人才培养的过程，培养

可以胜任国内和国际、企业和政府、评估行业和其他岗位需求的专业人才。紧跟

社会和评估行业发展的动态需求，优化课程内容、培养方案和社会实践安排。

资产评估硕士培养设置企业价值评估、数据资产评估与 ESG 评估三个培

养项目。学生入学后根据自己的职业发展方向和专业兴趣，自主选择培养项目，

并按照培养计划要求，修读相应的方向必修课程。

上海财经大学资产评估考研

初试科目

1、101思想政治理论（满分 100，3小时）

2、204英语（二）（满分 100，3小时）

3、396经济类综合能力（满分 150，3小时）

4、436资产评估专业基础（满分 150，3小时）



其中思想政治理论、英语二、396经济类联考综合由全国统一命题，436资

产评估专业基础由上海财经大学自命题。

上海财经大学考研

资产评估专业基础科目 初试常考题型

（以 2024 年考研真题为例）

跟近些年的题型一样，去年 24考研题型也是包括：单选题、多选题、判断

题、计算题，四种题型，难易度跟前年的差不多。客观题部分出现了较多概念题

和文字题，计算题部分出现了“年数总和法”、"现金周转天数”等知识点。资产评

估题考察了流动资产评估。所以，备考需要对每个细节知识点要做到尽量准备到，

但主要还是考察核心的知识点上，超纲和难题并不多。

一、单选题

单选题 30 道题，共 45 分，总体上难度不大，基本上考察的都是课本上的

知识点，考察了经济学、财务管理和资产评估三部分，真题题目举例：

1、评估者只对评估结论本身合乎职业规范要求负责，而不对资产业务定价

决策负责，这表明评估结论具有()

A.市场性

B.咨询性

C.公正性



D.现实性

2、消费者 A的边际替代率MRSxv大于消费者 B的MRSx，那么他会选择

（）

A、用 x与 B交换 y

B、用 y与 B交换 X

C、无法确定

D、都不换

3、若有两个投资方案，原始投资额不同，彼此相互排斥，各方案项目寿命

期不同，下列方法中可以进行选忧的有（）

A.内含报酯

B.净现信洪

C.等额年釜法

D.现值指数法

E.共同年限法

二、多选题

多选题 ，10 道题，共 20 分。考察了财务指标计算、国民生产总值的定义

等内容，比如：

1、风险规避效用函数



A、Inw

B、aw-bw2(a,b>0)

C、w+400

D、w2

2、给出相应数据，计算资产负债率、权益乘数、利息保障倍数和流动

比率

3、企业价值评估时，选择价值类型需要注意的有()

A、评估目的

B、评估对象的特点

C、市场条件

D、法律法规

三、判断题

判断题，有 20道题，总共 20分。考察的知识点比较琐碎细节

1、房地产评估的价值类型和价值种类是同一概念。()

2、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外移动表示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效率提高。()

四、计算题

计算题，有 6道题，总共 65分

1、第一题，考察以物价指数法评估原材料、在产品和产成品的价值，



2、第二题，考察了房地产评估的假设开发法，

3、第三题，是考察现金流量、年数总和法折旧（一种加速折旧法）。

4、第四题，考察营运现金管理的相关知识点、现金周转天数的概念、现金

周转次数和最佳现金持有量。

5、第五题，考察了政府补贴对福利和市场均衡的影响。

6、第六题，考察了厂商理论，生产三段论和利润最大化等知识点。

上海财经大学资产评估考研

考试范围、主要考察内容

资产评估专业基础科目：

一、考试目标

本项考试谋程要求学生掌握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观点、基本原理和基本

分析工具;掌握资产评估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以及各类资产评估的

基本内容;掌握财务管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内容和基本分析方法二、

考试方式与试卷结构

本大纲适用于资产评估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入学考试，考试由经济学、资

产评估学、财务管理构成，三者考核分值均为 50分，考卷分为 150分。

三、考试内容

第-部分 经济学

(一)箭求、供给与市场均衡

1.箭求与篇求函数，箭求定律，需求量的变化与箭求的变化



2.供给与供给函数，供给量的变化与供给的变化

3.弹性的定义，点弹性，弧弹性，弹性的几何表示

4.箭求价格弹性、需求收入弹性、需求交叉弹性

5.市场均衡的形成与调整，市场机制的作用

6.箭求价格弹性与收益

(二)消费者行为理论

1.效用的含义，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效用的基本假走

2.总效用与边际效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3.无差异曲线、预算线与消费者均衡

4.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希克斯方法与斯卢斯基方法，吉芬商品(三)生产理

论

1.生产函数，短期与长期，边际报酬递减法则

2.总产品、平均产品与边际产品，生产的三阶段论

3.等产量线、等成本线与生产者均衡，生产的经济区

4.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ES 生产函数(四)成本理论

1.会计成本与经济成本，会计利润与经济利润

2.短期成本函数与短期成本曲线族

3.长期成本函数与长期成本曲线，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规模报酬的测度

与变化规律

4.长期成本曲线与短期成本曲线的关系，成本曲线与生产函数的关系(五)宏

观经济学基础



1.国民收入核算

GDP的概念与核算范围

GDP的三种计算方法 3GDP与 GNP的关系

第二部分 资产评估学

资产评估的基本理论

1.资产评估的概念及特点

2.资产的含义与分类

3.资产评估的特定目的

4.资产评估的价值类型

5.资产评估的假设和原则

(二)资产评估的基本方法

1.市场法的原理和前提条件，运用市场法评估资产的程序，市场法中各项指

标的估算

2.成本法的原理和前提条件，运用成本法的程序，成本法中各项指标的估

3.收益法的原理和前提条件，运用收益法的程序，收益法中各项指标的估

4.资产评估方法的选择

(三)机器设备评估

1.机器设备的定义及其分类，机器设备评估的特点和程序

2.机器设备的核査和鉴定

3.机器设备重置成本的构成和估算,机器设备的实体性贬值、功能性贬值、

经济性贬值及其估箅



4.运用市场法评估机器设备的基本步骤及比较因素分析

(四)房地产评估

1.房地产的概念、特性、分类及评估程序

2.房地产价格及其影响因素

3.成本法、收益法、市场法、假设开发法在房地产评估中的应用

(五)无形资产评估

1.无形资产的概念、分类，价值特点和功能特性，影响无形资产评估价值的

因素，无形资产评估的程序

2.无形资产评估中收益法应用及各技术经济指标的确定

3.无形资产成本特性，无形资产评估中成本法的应用

4.专利权评估和非专利技术评估方法及影响因素分析

5.商标权评估的方法

(六)流动资产评估

1.流动资产评估的特点和程序

2.材料评估、在产品评估、产成品及库存間品的评估

3.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应收惠据、待摊费用、预付费用和交易性金融资产、

现金及各项存款的评估

(七)长期投资及其他长期资产评估

1.长期投资评估的特点和程序

2.债券、股票的评估方法

3.股权投资的评估方法



4.作为资产评估对象的其他长期资产的界定，其他长期资产的评估方法

(八)企业价值评估

1.企业价值评估的特点

2.企业价值评估的对象、范国及其评估程序

3.企业价值评估收益法的应用

4.企业价值评估资产基础法、市场法的应用

(九)资产评估报告

1.资产评估报告的概念、类型、作用

2.资产评估报告的基本内容

3.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和利用

(十)资产评估准则

1.中国制定资产评估准则的必要性

2.中国资产评估准则体系的内容

第三部分 财务管理

(一)财务管理基本原理

1.财务管理的概念、对象、内容及特点

2.财务管理的目标

(二)货币时间价值

1.货币时间价值的概念及作用

2.货币时间价值的计算

3.风险与报酬的含义，风险衡量



(三)财务分析

1.财务分析的目的、步骤与意义

2.基本财务报表

3.财务分析方法与指标

(四)企业融资决策

1，企业融资的动因、类型

2.股嘉融资方式及其利弊

3.债务融资方式及其利弊

4.有效市场理论

(五)资本成本与资本结构

1.不同融资方式的资本成本计算 2.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3.资本结构理论

(六)资本预算与投资决策

1.项目增量现金流计算与分析

2.投资决策指标与利弊分析

(七)短期财务决策

1.营运资本及其管理

2.现金和有价证券管理

3.应收账款管理

4.存货管理

(八)利润分配与股利政策



1.利润及其形成

2.利润预测，盈亏临养点分析法，因分析法

3.利润分配的原则、程序

4.股利分配理论与股利政策类型。

上海财经大学资产评估考研

考试范围、主要考察内容

396 经济类联考综合能力科目

Ⅰ.考查目标

经济类联考综合能力是为了招收金融硕士、应用统计硕士、税务硕士、国际商务硕

士、保险硕士及资产评估硕士而设置的具有选拔性质的联考科目。其目的是科学、公平、

有效地测试考生是否具备攻读上述专业学位所必需的基本素质、一般能力和培养潜能。

要求考生：

1. 具有运用数学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 具有较强的逻辑分析和推理论证能力。

3. 具有较强的文字材料理解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

Ⅱ.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试卷满分

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不允许使用计

算器。

三、试卷包含内容

1. 数学基础

2. 逻辑推理

3. 写作



Ⅲ.考查内容
一、数学基础

经济类联考综合能力考试中的数学基础部分主要考查考生经济分析中常用数学知识

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概念。

试题涉及的数学知识范围有（相当于数学三的难度左右）：

1. 微积分部分

一元函数的微分、积分；多元函数的一阶偏导数；函数的单调性和极值。

2. 概率论部分分布和分布函数的概念；常见分
布；期望值和方差。

3. 线性代数部分线性方程组；向量的线性相关和线性无
关；矩阵的基本运算。
二、逻辑推理

综合能力考试中的逻辑推理部分包括形式逻辑和论证逻辑，主要考查考生对各种信息

的理解、分析、综合和判断，并进行相应的推理、论证、比较、评价等逻辑思维能力。试

题内容涉及自然、社会的各个领域，但不考查有关领域的专业知识，也不考查逻辑学的专

业知识。

三、写作
综合能力考试中的写作部分包括论证有效性分析和论说文，主要考查考生的分析论证

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通过论证有效性分析和论说文两种形式来测试。

1.论证有效性分析

论证有效性分析试题的题干为一段有缺陷的论证，要求考生分析其中存在缺陷与漏洞，

选择若干要点，围绕论证中的缺陷或漏洞，分析和评述论证的有效性。

论证有效性分析的一般要点是：概念特别是核心概念的界定和使用是否准确并前后一

致，有无明显的逻辑错误，论证的论据是否支持结论，论据成立的条件是否充分等。

文章根据分析评论的内容、论证程度、文章结构及语言表达给分。要求内容合理、论证

有力、结构严谨、条理清楚、语言流畅。

2.论说文

论说文的考试形式有两种：命题作文、基于文字材料的自由命题作文。每次考试为其中

一种形式。要求考生在准确、全面地理解题意的基础上，对题目所给观点或命题进行分析，

表明自己的态度、观点并加以论证。文章要求思想健康、观点明确、材料充实、结构严谨完

整、条理清楚、语言流畅。

https://zhida.zhihu.com/search?content_id=243935875&content_type=Article&match_order=1&q=%E5%BD%A2%E5%BC%8F%E9%80%BB%E8%BE%91&zhida_source=entity


◆复试：复试时间是每年的 3月底至 4月上旬进行

考核以面试形式进行，具体复试内容包括（以 2024 年考研的为例）:

金融、税务、资产评估专业学位硕士

1、复试内容，包含以下考核内容:

①英语口试(20 分):以考察英语应用能力为主。

②综合能力面试(80 分):重点考察专业知识、应用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等。如：金融题目、微经和财管等题目。

复试参考书目详见《上海财经大学2024 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简章》。

2.分数计算

(1)复试成绩计算方法:复试成绩=面试成绩，共计 100分。

(2)综合成绩的计算方法为:初试成绩:5x70%+复试成绩 x30%。

复试需提交的材料（以 2024考研的为例）：

复试提交材料考生须于规定时间内登录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招生管理信息

系统(网址 https://yz.sufe.edu.cn)提交报考资格审查材料，提交材料包括:

1. 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件(正反面印在一页 A4 纸上)扫描件；

2. 在校历年学习成绩单扫描件；

3. 《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

或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非应届生);

4. 《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应届生);



5. 定向就业合同扫描件(非全日制定向就业考生);

6. 发表论文扫描件(含期刊封面、目录、正文)；

录取规则：

根据综合成绩排名由高到低确定录取名单。其中复试成绩不合格(百分制不

足 60 分)的考生不予录取。复试中，面试成绩不合格者(百分制不足 60 分)，视

为复试不合格，不子录取。

税务和资产评估专业学位硕士如果出现考生综合成绩同分的情形，则优先录

取初试成绩排名高的考生，如果出现综合成绩同分且初试总分也相同的情形，则

优先录取初试总成绩中经济类综合能力科目成绩高的考生。

以同等学力报考的考生，须加试（笔试）两门所报考专业的本科主干课程，

加试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上海财经大学资产评估考研

参考书目

上海财经大学未指定初试和复试书目，以下给大家推荐一些对备考非常有帮

助的书目，供备考参考。

436资产评估专业基础科目：

1、《西方经济学》高鸿业；
2、微观经济学，范里安
3、公司财务，陈文浩
4、中级财务管理；
5、CPA 财务管理（最新版）
6、《资产评估学教程》，朱萍；

https://zhida.zhihu.com/search?content_id=625221442&content_type=Answer&match_order=1&q=%E8%A5%BF%E6%96%B9%E7%BB%8F%E6%B5%8E%E5%AD%A6&zhida_source=entity


◆近些年考研复试国家线（资产评估专业）：

国家线（A区）：
24年 经济类 国家线：47（满分 100） 71（满分 150） 338
23 年 经济类 国家线：48（满分 100） 72（满分 150） 346
22 年 经济类 国家线：52（满分 100） 78（满分 150） 360
21 年 经济类 国家线：49（满分 100） 74（满分 150） 348
20 年 经济类 国家线：48（满分 100） 72（满分 150） 343
19 年 经济类 国家线：49（满分 100） 74（满分 150） 345
18 年 经济类 国家线：44（满分 100） 66（满分 150） 330
17 年 经济类 国家线：46（满分 100） 69（满分 150） 335
16 年 经济类 国家线：45（满分 100） 68（满分 150） 325
15 年 经济类 国家线：45（满分 100） 68（满分 150） 330
14 年 经济类 国家线：45（满分 100） 68（满分 150） 330

注：

单科、总分必须过国家线，否则会直接淘汰进不了任何学校的复试，也参加不了调剂。

国家线分 A区和 B区，A区国家线相对高。A区院校是指以下这些地区的院校：北京、

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河北、山西、辽宁、吉

林、黑龙江、安徽、江西、重庆、四川、陕西 21个省(市)。

◆上海财经大学考研 资产评估专硕考研近些年招录情况，报录比、统考报考人

数、录取人数、复试分数线：

25 年，共拟招 78 人（统考+推免，推免人数一般不超过 50%）

24 年，统考报考实考人数 139 人，统考录取 39 人，复试分数线 360，报录比 28%，国家线

348 分，推免录取 40 人。

23 年 统考报考 242 人，统考录取 39 人，报录比 16%，复试分数线 374 分，国家线 346 分，

推免录取 41 人；



22 年 统考报考 413 人，统考录取 65 人，报录比 15.7%，复试分数线 380 分，国家线 360

分，推免录取 31 人

21 年 统考报考 308 人，统考录 61 人，报录比 19.8%，复试分数线 366 分，国家线 348 分，

推免录取 20 人

20 年 统考报考 278 人，统考录取 48 人，报录比 17.2%，复试分数线 379 分，国家线 343

分，推免录取 22 人

19 年 统考报考 293 人，统考录取 51 人，报录比 17.4%，复试分数线 380 分，国家线 345

分，推免录取 18 人

18 年 统考报考 179 人，统考录取 42 人，报录比 23.5%，复试分数线 369 分，国家线 330

分，推免录取 10 人

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 奖助学金

上财研究生奖助体系主要包括奖学金、助学金、助学贷款、学费减免、困难

补助、绿色通 道六个方面。

一、奖学金体系

国家奖学金:

国家奖学金用于奖励学业成绩特别优秀、科学研究成果特别显著、社会公益

活动表现突出 的研究生。

(1)奖励对象: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全日制研究生，具体名额由国家按

在校生人 数下达，



(2)奖励金额:硕士研究生每人 2万/年，博士研究生每人 3万/年。

学业奖学金:

(1)奖励对象: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全日制研究生(不包括定向生、

MBA、MPA)，获得奖励的研究生必须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奖励金额:硕士研究生 0.8万-1.2万/学年，博士研究生 1.4万-1.8 万/学年。

学校将根据国家具体政策对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覆盖面、等级和奖励标准进行

动态调整。

1其中 01万元为我校原助研津贴中导师承担部分，由导师承担，根据《上

海财经大学关于导师资助博士研究生的管理办法》(上财研[2009]30号)执行。2

其中 0.1万元为我校原助研津贴中导师承担部分，由导师承担，根据《上海财经

大学关于导师资助博士研究生的管理办法》(上财研[2009]30号)执行。

社会奖学金

(1)奖励对象:按社会奖学金捐赠协议执行

(2)奖励金额:按社会奖学金捐赠协议执行。

二、助学金体系



国家助学金:

将原有研究生普通奖学金调整为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用于补助研究生基本生

活支出。

(1)资助对象: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所有全日制研究生(不包括定向生、

MBA、MPA)，获得 资助的研究生必须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资助金额:硕士研究生 0.6万/年，博士研究生 1.2 万/年。资助金额可根

据经济发 展水平和物价变动情况进行调整。

研究生助研、助教和助管:

统筹运用科研经费、学费收入、社会捐助等资金，加大研究生助研、助教和

助管的资助力度。

(1)资助对象: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全日制研究生。

(2)资助标准:500~600元/月或 12元/小时(参照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并根据

实际情况 进行调整)。硕博连读硕士阶段津贴:

(1)资助对象:进入硕博连读硕士阶段学习的硕士研究生，

(2)资助金额:0.4 万/年。

专项计划培养研究生津贴:

(1)资助对象:专项计划培养研究生,

(2)资助金额:按招生协议书执行。

国家助学贷款



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全日制研究生中家庭经济困难的研究生，可以申

请国家助学贷款，贷款条件和金额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学费减免

对孤残学生、烈士子女及优抚家庭子女等，实行减免学费政策。

特殊因难补助

运用学校资金、社会组织和个人捐赠资金，根据实际需要对发生临时困难的

学生发放特殊困难补助等。

绿色通道

为保证贫困家庭研究生顺利入学，学校建立“绿色通道”制度，即对被录取入

学、经济困难的新生，一律先办理入学手续，然后根据核实后的情况，按规定程

序分别采取不同办法予以资助。

高译教育专注上外及上海其他院校考研保研辅导，也可关注“高

译考研”公众号，查看历史消息，有备考的一些干货，都是上外及上

海其他院校考研相关的，各个专业。每个人的学习状态、效率不一，

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