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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经济学导论》

内容概要

《高等学校金融学专业主干课程教材金融经济学导论》内容简介：金融经济学又称金融理论，是金融
学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基础，实际上也就是高级微观经济学向不确定性经济的延伸。它着重从金融市场
均衡来讨论金融资产的估值与定价，以及金融资产的风险管理。因此是金融学其他重要领域如金融工
程、投资学、公司财务、金融机构管理学等必不可缺的理论基础。
《高等学校金融学专业主干课程教材金融经济学导论》共九章。第一章是引论，阐述金融经济学的基
本概念和意义。第二章讨论偏好、效用和风险厌恶，建立起理性金融的行为基础。第三章在两模型的
框架下，利用Arrpw-Debreu经济的概念，讲述基本的均衡模型，构成全书的基础。第四章将第三章的
内容进一步延伸到多期模型，讲解多期模型框架下的金融资产的估值与定价，即动态资产定价理论，
进而完整地总结金融经济学基本定理。第五章在两期模型下讨论期权的定价，并揭示期权对增进金融
市场完全性的贡献。第六章引入随机占优的概念并讲解投资组合选择理论和基金分离定理，是资产估
值与定价的基础。第七章介绍了有效边界的均值一方差分析方法，提供了后文所介绍的定价模型的方
法论基础。第八章讲解最重要的资产定价模型——资本资产定价型（CAPM）和套利定价理论（APT
）。第九章讨论资本市场对企业的价值评估及有关的公司财务问题，从而帮助读者从金融市场的视角
来认识公司财务问题，建立对整体金融理论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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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金融，英文finance，由于比较复杂的原因（包括历史的原因和中英文翻译语义上的原因等），目
前国内学界对这一概念的认识有很多歧见。但正如邓小平同志1991年视察上海时所指出的：“金融很
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活了，一招棋活，全盘皆活。”所以有一点是大家的共识，即“金
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因此，本书对金融采取比较简单的，但也是比较符合国际规范（即比较
符合英文finance的原意）的解释，把金融看作一切经济活动的底线。　　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可以看作
是获取和消耗资产的过程。资产可以分为两大类型：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一切经济活动都具有两大
基本目标：其一是使资产增加以创造价值；其二是尽好地利用资产以符合经济的需要。　　于是，对
于所有的管理者（包括家庭、企业以至于政府）来说，经济活动实际上是决策行为。就金融的涵义而
言，这样的经济活动的决策可以归结为两大方面：资产估值和资产管理。资产估值是金融的核心课题
，也是资产管理的基础。这一点我们在后面会详细论述。因为这两大方面的问题是一切经济活动决策
的最基本的问题，所以金融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底线。　　经济学是一门关于如何优化地配置有限资源
的学问。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不同，市场经济是通过自由的、竞争性的交易来优化地配置资源。市场
经济的金融活动主要就是通过在金融市场的交易来优化地配置资本资源，其核心是跨期地（在时间维
度上）和面向未来不确定性地（在风险维度上）优化地配置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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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金融经济学导论》是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五”
国家级规划教材，高等学校金融学专业主干课程教材。金融经济学是金融学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基础，
在整个金融学科建设中具有奠基的作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金融经济学导
论》在素材的选取和结构布局方面有以下特点：　　本书的内容限于新古典金融学的经典理论部分？
即整体理论框架建立在理性预期和完美市场假设的基础之上。　　本书只讨论了离散模型，不涉及连
续时间金融学方面的内容，使对数学的要求降低到最低的水平。　　在结构布局方面突出强调了金融
市场均衡和资产估值的定价体系，同时揭示了公司财务与资本市场的关系。　　本书给出了所有具有
比较重要意义的定理和命题的完整数学证明。　　本书尽可能地解释了数学形式的定义、模型、命题
和定理的经济涵义。　　本书用作金融学及相关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学习“金融经济学”课
程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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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华盛顿大学奥林商学院 周国富教授短期课程 粗略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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