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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银行学》

前言

　　高职高专的教育目标是培养高等技能型人才，货币银行学是财经类高职高专的专业基础课，其教
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专业素质，即要使学生具备一定的获取信息、理解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同时还应具备一定的语言表达和文字表达能力。因此，高职高专货币银行学课程在内容选择上
必须突出职业性、实践性和开放性。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了以往货币银行学课程的内容，结合高职高
专的培养目标和任务，设计了本书的编写体系。　　本书的编写特色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教
材定位准确。我们在内容取舍上，紧密结合高职高专的培养目标，克服了已出版的许多高职高专货币
银行学教材过于粗浅、不利于培养技能型人才的缺陷。　　2.分模块组织教材内容。按照金融岗位的
要求，分析了金融岗位必备的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将内容整合为货币、信用、金融机构、金融市场
、国际金融和金融调控六大模块，共十章。例如，我们把金融创新的有关内容调整到相应的信用模块
、金融机构模块、金融市场模块、金融调控模块；存款创造是商业银行业务过程的必然结果，并不是
商业银行的一项独立的业务，它是货币供给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把这项内容放入金融调控
模块。　　3.内容表述规范完整。在基本知识点的表述上不过分求异，在教学内容上不随意取舍，保
留了货币银行学课程中同行们都认可的部分；基本知识的表述规范且完整，体现了稳定性。　　本书
是编者多年从事货币银行学教学与思考的结晶。本书对以往许多货币银行学教材中不准确的地方，做
了较为准确的表述，如对商业信用方向的局限性、利率的概念、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原始存款等问
题都作了较为准确的表述。在介绍基本知识、基本原理时，附相关链接，这些相关链接都是编者从大
量材料中精心挑选和撰写的，它们或是知识的拓展，或是反映国内外最新金融发展动态，或是对相关
知识加以运用。　　本书编写具体分工如下：关颖哲编写第一章；石月华编写第二章、第三章、第四
章、第五章、第六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i李军燕编写第七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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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货币银行学（第2版），ISBN：9787300164250，作者：石月华，关颖哲，李军燕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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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货币制度的概念及内容　　货币制度是伴随着金属铸币的出现而开始形成的。由于早期铸币
在形状、重量、成色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差异，加上民间私铸、盗铸，货币流通比较混乱，要求国家对
此加以管理，因此形成了早期的货币制度。随着商品经济的确立，这种不严密的、混乱的早期货币制
度不能满足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迫切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货币制度。　　货币制度是国家以法律形
式规定的本国货币的流通结构和组织形式，由国家有关货币方面的法令、条例等构成。它主要包括下
述四个要素。　　（一）规定币材　　规定何种材料为币材，是一个国家货币制度的基础。选用不同
的货币材料，就构成不同的货币制度。哪一种或哪几种商品一旦被规定为本位币材料，即称该货币制
度为该种或该几种商品的本位制。使用银为本位币材料，则为银本位制；使用金为本位币材料，则为
金本位制；使用黄金和白银同时为本位币材料，则为金银复本位制；使用不兑现的无价值的纸做本位
币材料，则为纸币本位制。货币材料的确定必须具有客观依据，国家不能滥用权力，随心所欲地指定
本位币材料。　　（二）确定货币单位　　确定货币单位是指规定货币单位的名称及所含的货币金属
的重量。规定了货币单位也就规定了价格标准。货币单位最早与货币商品的自然单位和重量单位相一
致，如我国秦代铸造过“半两”铜钱，汉代铸造过“五铢”铜钱，钱面上分别铸有两、铢字样。后来
由于种种原因，货币单位日益与自然单位、重量单位相脱离。有的维持原名，内容发生变化。例如，
英国货币单位“镑”就是重量单位名称，但早在1816年正式采用金本位制时，其含金量就与名称完全
不相符。有的则完全摆脱旧名，重立新名。例如，中国以元为货币单位。　　（三）规定主币与辅币
的铸造、发行和流通程序　　一个国家的通货通常分为主币（即本位币）和辅币，它们各有不同的铸
造、发行和流通程序。主币是一国的基本通货，在金属货币流通的条件下，主币是指用货币金属按照
国家规定的货币单位所铸成的铸币。主币的名义价值与实际价值一致，并有独特的铸造、发行与流通
程序。其特点是：自由铸造，每个公民都有权利请求政府免费或低费代铸，在数量上不受限制；无限
法偿，就是说法律赋予它流通的权利，不论支付的金额多大，任何人不得拒绝接受。辅币是主币以下
的小额货币，供日常零星交易和找零之用。辅币在铸造、发行与流通程序上具有以下特点：它是主币
的一个可分部分，是不足值的铸币，因其面额小、流通频繁、易磨损，一般用贱金属铸造；辅币是有
限法偿货币，国家规定辅币只能由国家来铸造，在交易、支付活动中，超过规定的限额，对方有权拒
绝接受；辅币可以与主币自由兑换。纸币本位制下，纸币的发行权由国家货币管理当局垄断，主币和
辅币的名义价值都高于实际价值，无限法偿和有限法偿的区分已无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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