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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金融学》

前言

　　货币金融学是我国金融学专业的基础课程与核心课程，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一些专家学者甚
至直接将其称之为金融学。实际上，金融学是外延更为宽泛的一门学科，在美国，金融学常常与公司
金融学联系在一起，但无论怎样，对金融学专业来说，货币金融学的基础地位是肯定的。因为通过它
，学生们可以获得对货币、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以及金融当局的宏观调控、通货膨胀和货币理论的了
解，从而为学习其他的金融操作性课程打下坚实的基础。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因此，货币金融学
不仅对于金融学专业的学生，而且对于所有攻读财经专业的学生来说，都是一门重要的基础性课程。
　　正因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因此，当今世界上的一切经济变化往往都会在金融领域里表现出
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仅需要通过金融改革来继续，也必须借助金融改革来深化。这就要求作为
金融学专业的基础课程的货币金融学不仅要反映金融及其理论在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发展情况，
同时还要反映我们自己国家的金融改革和发展，反映国内金融界对各种金融问题的认识的深化。正是
基于这种考虑，货币金融学教研室经过反复讨论，并征求多方意见，在本校2000年版的货币金融学教
材的基础上，对原教材的结构作了较大改动，增加了一些新内容，编写出了这本新教材。　　本书由
殷孟波、曹廷贵主编。参加编写的人员包括：马瑾(第1章)，解川波(第2章、第3章)，尹志超(第4章、
第5章、第6章)，贺国生(第7章、第11章)，翟立宏(第8章、第10章)，李燕君(第9章、第16章)，朱林(
第12章)，阮小莉(第13章、第18章)，欧阳勇、黄皓(第17章)，曹廷贵(第14章、第15章)。曹廷贵、李燕
君负责本书的总纂。　　限于编写人员的水平，书中错误在所难免，望专家、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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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金融学》

内容概要

《货币金融学》一书由殷孟波、曹廷贵主编，其内容包括：货币金融学概览，金融市场，金融机构。
货币是在商品交换中被广泛接受的、用来作为支付手段的那种东西。货币在日常生活中有许多意思。
我们钱包里的钞票可以用来买东西、还债，大家都愿意接受，因此它符合货币的定义。事实上，日常
生活中我们谈到钱，常常就是指钞票，但是，符合货币这一定义的显然不仅仅是钞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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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金融学》

书籍目录

第一篇货币金融学概览第一章货币金融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学习目标重要术语1．1货币金融学的研
究对象1．1．1货币金融学的由来1.1．2货币金融学中的货币、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1．2货币金融学的
研究方法1．2．1货币金融学的相关学科1．2．2从问题中找到货币金融学的研究方法1．3学习货币金
融学的方法和意义1．3．1学习货币金融学的方法1．3．2学习货币金融学的意义本章小结复习思考题
第二章货币与货币制度学习目标重要术语2．1货币的产生和本质2．1．1货币的产生2．1．2货币的本
质2．2现代经济中货币的度量与层次的划分2．2．1货币的度量和定义2．2．2主要国家对货币层次划
分2．2．3金融创新与货币层次划分-2．2．4对货币进行度量和层次划分的意义2．3货币的职能2．3
．1价值尺度2．3．2流通手段2．3．3支付手段2．3．4贮藏手段2．3．5世界货币2．4货币形式的演变
与货币制度的发展2．4．1货币形式的演变2．4．2货币制度的发展2．5现代经济中货币形态的发展2
．5．1主要电子货币形态2．5．2我国电子货币的发展2．5．3电子货币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本章小结
复习思考题第三章信用的产生和发展学习目标重要术语3．1信用的产生与商品经济3．1．1信用的产
生3．1．2信用与商品经济3．1．3信用关系三要素3．2几种主要的信用形式3．2．1商业信用3．2．2
银行信用．3．2．3国家信用3．2．4消费信用3．2．5国际信用3．2．6其他信用形式3．3信用的经济
功能与经济发展3．3．1信用的经济功能3．3．2信用与经济增长3．4我国当前的信用状况3．4．1我国
社会信用的基本矛盾3．4．2当前我国经济信用环境中存在的问题3．4．3建设我国社会信用征信体系
本章小结复习思考题第四章金融体系学习目标重要术语4．1经济与金融体系4．1．1金融体系的地位4
．1．2金融体系的构成4．2金融体系的结构4．2．1资金的流动4．2．2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4．2．3金
融结构4．3金融体系的功能4．3．1跨越时空转移资源4．3．2管理风险4．3．3支付结算4．3．．聚集
资源和分割股份4．3．5提供信息4．3．6解决激励问题4．4金融市场4．5金融中介机构4．5．1金融中
介的功能4．5．2金融中介的种类4．6政府和准政府机构4．6．1中央银行4．6．2特殊中介机构4．6
．3国际金融组织4．7金融体系的监管4．7．1监管金融体系的原因4．7．2国外金融监管体系4．7．3
中国金融监管体系本章小结复习思考题第二篇金融市场第五章金融市场功能与结构学习目标重要术
语5．1金融市场的功能5．1．1提高资源配置效率5．1．2增进社会福利5．2金融市场的构成5．2．1债
务市场和股权市场5．2．2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5．2．3场内交易市场和场外交易市场5．2．4货币市场
和资本市场5．3货币市场5．3．1同业拆借市场5．3．2短期国债市场5．3．3国债回购市场5．3．4商
业票据市场5．3．5银行承兑汇票市场5．3．6大额存单市场5．4资本市场5．4．1股票市场5．4．2政
府债券市场5．4．3公司债券市场5．5外汇市场5．5．1外汇市场的特点5．5．2外汇市场的参与者5．5
．3世界主要外汇市场5．5．4我国的外汇市场本章小结复习思考题第六章金融市场工具学习目标重要
术语6．1金融工具的特性6．1．1流动性6．1．2风险性6．1．3收益性6．1．4流动性、风险性和收益
性的关系6．3金融工具的种类6．3．1货币市场工具6．3．2资本市场工具6．3．3金融衍生工具：6．4
货币市场工具6．4．1国库券6．4．2商业票据6．4．3银行承兑汇票6．4．4大额存单6．4．5回购协议6
．4．6其他货币市场工具6．5资本市场工具6．5．1股票6．5．2公司债券6．5．3政府债券6．6衍生金
融工具6．6．1远期6．6．2期货6．6．3期权6．6．4互换本章小结复习思考题第七章利息与利率学习
目标重要术语7．1利息与利率概述7．1．1对利息的认识7．1．2利率的种类7．2利息与利率的计算7
．2．1单利与复利7．2．2现值与终值7．2．3到期收益率的计算7．3利率的决定7．3．1早期的利率决
定论7．3．2马克思的利率决定论7．3．3实物资本供求利率决定论⋯⋯第八章外汇与汇率第三篇金融
机构第九章商业银行业务与管理第十章非银行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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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金融学》

章节摘录

　　2．2．1货币的度量和定义　　货币是在商品交换中被广泛接受的、用来作为支付手段的那种东西
。货币在日常生活中有许多意思。我们钱包里的钞票可以用来买东西、还债，大家都愿意接受，因此
它符合货币的定义。事实上，日常生活中我们谈到钱，常常就是指钞票，但是，符合货币这一定义的
显然不仅仅是钞票。　　1．流通中的现金　　现金的概念比钞票略为广一些，因为它不仅包括纸做
的钞票，而且包括金属做的硬币。目前，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商品交换主要是以现金为媒介来完成的。
我们把在非银行公众手中流通的货币称作流通中的现金，并把它作为最狭窄意义上的货币，用M。来
表示。　　2．支票存款　　如果把货币的定义仅限于流通中的现金，那就会漏掉很大一部分货币，
因为走出个人消费领域，我们就可以看到企业、单位之间的商品交换、买进卖出所使用的主要媒介是
支票。我国有严格的现金管理制度，一般企业、单位只有在发工资等几项规定的经济活动中可以用现
金的方式支付，大多数经济活动是通过银行支票的转账来完成的。我们知道，货币是指在商品交换中
被广泛接受的媒介，而企业、单位之间转账用的支票显然也符合这个定义，而且在经济生活中被大量
地运用。　　3．储蓄存款和定期存款　　储蓄存款包括活期储蓄存款和定期储蓄存款。银行储户虽
然不能以开支票的方式使用储蓄存款账户和定期存款账户的余额，但是人们把这些存款转化为现金并
不费事。特别是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新方法的出现使储蓄存款、定期存款和活期存款的差别
缩小了。因此，储蓄存款和定期存款也是货币存量的一部分。　　如果把流通中的现金，企业、单位
在银行中可以用来转账的支票存款，以及人们在转账信用卡上的存款加起来，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广
义的货币的概念。我们把这个货币的概念简称为M。(也称狭义货币)。在对全社会的总需求进行分析
时，是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因为M。基本反映了社会的直接购买支付能力，商品的供应量应和M1保持
合适的比例关系，不然经济就会过热或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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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金融学》

精彩短评

1、哎。。
2、89
3、这尼玛。。。我喜欢的老师给了我60分。换算成三星不能再多了。
4、体系凌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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