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融基础》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金融基础》

13位ISBN编号：9787040261028

10位ISBN编号：7040261022

出版时间：2009-7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作者：陈利荣 编

页数：18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金融基础》

前言

　　本书是根据教育部2001年颁发的《中等职业学校金融_事务专业教学指导方案》中主干课程《金融
基础教学基本要求》编写的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业已得到了长
足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初步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金融调控体系、金融组织体系
和金融市场体系。然而，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金融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经济结构
中的深层次矛盾及金融业内部矛盾（如资本市场如何理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如何深化等）没有得到
彻底解决，因此，金融业的进一步改革已成为必然，在这一大背景下，教育部颁布了《中等职业学校
金融事务专业教学指导方案》，本书是根据该教学指导方案中金融基础教学基本要求编写的国家规划
教材。　　本教材的编写着重体现以下特点：　　1.紧扣培养目标。本教材紧扣金融事务专业的培养
目标，结合金融业改革和发展的实际，围绕培养学生的职业岗位能力和创造能力，从理论与实践结合
的角度阐述金融基本理论、基础知识，为学生学习金融事务专业打下基础。　　2.以能力为本位。本
教材以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为原则，在编写中强调以培养学生的能力为本位，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创新意识等。　　3.突出模块组合。根据教学基本要求，本教材采用了模块教
学，分别构建“基础模块”、“实践模块”和“选用模块”这三个模块，其中标“*”的为选用模块
。各地区中等职业学校可根据自身条件、学生的学习接受能力及其他实际情况作弹性选择。　　4.体
现知识的广泛性、完整性。在介绍金融基础理论如货币、货币制度、信用、利率等知识以后，介绍了
金融市场与金融体系，并着重对商业银行及中央银行进行了阐述，接着介绍了国际、金融的基本理论
、基础知识，最后对货币供求和通货膨胀基础知识进行了阐述，体现出金融知识的广泛性和知识结构
的完整性。　　5.注意知识的新颖性和时代性。本教材注意借鉴和吸收西方完善的金融理论和实践经
验，反映我国金融体制改革、金融市场发展的总体情况。紧跟经济学、金融学的发展步伐，反映金融
的最新动态和成果。　　本书可作为金融事务专业及其他相关专业的教材或参考用书。本教材建议课
时为64课时，具体分配如下表：　　本书第一章 由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陈利荣编写，第二章 由成都新华
职业中学杨云云编写，第三章 由沈阳市金融学校谭静编写，第四、五、六章由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陶永
诚编写，第七、八章由南京金融高等专科学校王品正编写，全书由陈利荣统稿。　　本书在写作过程
中，参阅了国内外有关书籍资料，得到了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周建松院长的大力支持，在此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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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基础》

内容概要

《金融基础(第2版)(金融事务专业)》是中等职业教育金融事务专业国家规划教材《金融基础》的第二
版，是在第一版教材的基础上根据国际、国内金融业发展现状修订而成的。
《金融基础(第2版)(金融事务专业)》共分八章，系统、科学地阐述了货币、信用、金融市场、金融机
构与金融体系、商业银行、中央银行、国际金融、货币供求与通货膨胀等基础知识，直观、全面地讲
解了金融市场发行与流通、商业银行业务经营、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与金融监管、外汇交易与国际信用
等的具体操作方法。《金融基础(第2版)(金融事务专业)》表述准确，内容全面、新颖，信息量大，通
俗易懂。
《金融基础(第2版)(金融事务专业)》采用出版物短信防伪系统，用封底下方的防伪码，按照《金融基
础(第2版)(金融事务专业)》最后一页“郑重声明”下方的使用说明进行操作可查询图书真伪并有机会
赢取大奖。
《金融基础(第2版)(金融事务专业)》可作为中等职业学校金融事务专业和财经类相关专业的教材，也
可作为在职人员的自学用书及岗位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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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基础》

书籍目录

第1章 货币概述第一节 货币的本质与职能一、货币的产生及本质二、货币的职能第二节 货币形式的发
展一、实物货币二、金属货币三、代用货币四、信用货币*第三节 货币制度一、货币制度的主要内容
二、货币制度的演变*三、人民币制度第四节 货币流通一、货币流通形式与渠道二、货币流通规律复
习思考题第2章 信用概述第一节 信用的产生和发展一、信用的含义二、信用产生与发展的历程与形式
三、现代信用形式第二节 信用工具一、信用工具的含义和基本特征二、信用工具的分类第三节 利息
与利息率一、利息的含义及来源二、利息率的含义及种类三、利息的计算方法四、影响和决定利率的
主要因素五、利率的功能*六、我国的利率管理体制及其改革复习思考题第3章 金融市场第一节 金融市
场概述一、金融市场的含义二、金融市场的分类三、金融市场的构成要素*四、金融市场的功能*五、
金融市场的发展历程第二节 货币市场一、货币市场概述二、同业拆借市场三、票据市场四、国库券市
场五、CD市场六、回购市场第三节 资本市场一、资本市场的含义与特点二、证券发行市场三、证券
交易市场第四节 黄金、外汇市场一、黄金市场二、外汇市场复习思考题第4章 金融机构与金融体系第
一节 金融机构概述一、金融机构的含义二、金融机构的产生与发展三、金融机构体系第二节 银行机
构一、中央银行二、商业银行三、政策性银行四、非政策性专业银行第三节 非银行金融机构一、保险
公司二、证券机构三、信托公司四、金融租赁公司五、信用合作机构六、财务公司七、基金公司*第
四节 国际性金融机构一、全球性的金融机构二、区域性的金融机构复习思考题第5章 商业银行第一节 
商业银行概述一、商业银行的概念*二、商业银行的产生与发展三、商业银行的性质与职能第二节 商
业银行的业务一、负债业务二、资产业务三、中间业务*四、商业银行业务经营的原则*第三节 商业银
行的信用创造一、什么是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二、存款与存款准备金三、存款货币的创造过程四、存
款货币创造的限制因素复习思考题第6章 中央银行第一节 中央银行概述一、中央银行的产生与发展二
、中央银行的性质与职能三、中央银行的组织制度第二节 中央银行的业务一、负债业务二、资产业务
三、清算业务四、中央银行的业务经营原则第三节 货币政策一、货币政策的概念及特征二、货币政策
目标三、货币政策工具*第四节 金融监管一、金融监管概述二、金融监管的内容与方法三、我国的金
融监管复习思考题第7章 国际金融第一节 国际收支一、国际收支的概念二、国际收支平衡表三、平衡
国际收支的措施四、外汇储备第二节 外汇与汇率一、外汇的概念、特征及种类二、汇率的概念及标价
方式三、汇率的种类四、汇率对经济的作用五、汇率的决定第三节 外汇管理一、外汇管理的目的二、
外汇管理体制三、我国外汇管理的主要内容*第四节 国际信用一、出口信贷二、国际间银行信贷三、
补偿贸易四、政府信贷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五、发行国际债券复习思考题*第8章 货币供求与通货膨胀
第一节 货币需求一、货币需求的含义二、货币需求的分类三、货币需求的影响因素第二节 货币供给
一、货币层次的划分二、基础货币三、货币乘数四、货币供应量的创造过程第三节 通货膨胀与通货紧
缩一、通货膨胀的概念及衡量标志二、通货膨胀的类型三、通货膨胀的危害与治理四、通货紧缩的含
义及特征五、通货紧缩的危害与治理复习思考题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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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基础》

章节摘录

　　商品价值量的大小，决定于凝结在该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商
品内在的价值尺度，而货币是商品外在的价值尺度，货币价值尺度的实质是检验社会劳动，使商品内
在的价值获得外在的表现。　　商品的价值表现在货币上就是商品的价格。商品的价格不同于商品本
身是一种物质形态，它是一种观念形态。人们为商品规定价格时，并不需要现实的货币存在，价格可
以用笔写，也可以用嘴讲，并不需要将相应数量的货币实物放在商品旁。所以，货币在执行价值尺度
时，只需用观念上或想象中的货币就可以了。　　价格既然是价值的货币表现，那么价格的变化就不
能不依存于商品的价值与货币的价值这两个基本因素的变化。换句话说，在供求关系平衡的条件下，
商品的价格主要取决于商品价值和货币价值两个因素。商品价格与商品价值成正向变化，与货币价值
成反向变化。在单位货币价，值量不变的情况下，商品价值量减少，其价格就会降低，反之，价格就
会提高；在商品价值量不变的情况下，货币价值量降低，商品价格就会提高，反之，商品价格就会降
低。因此，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商品价格的上涨或下跌有可能是商品价值量的变化引起的，有可能是
币值变化引起的，也有可能是商品的价值、币值及商品供求关系等多种因素变化共同引起的。因此，
要分析价格变化的原因，应当从商品价值、货币价值及供求关系的变化这三方面来着手。　　我国的
人民币作为一种价值符号，能表现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　　（二）流通手段　　货币在商品交换中
起媒介作用时，执行流通手段职能。流通手段职能是货币的基本职能之一。　　商品的内在矛盾只能
通过交换来解决。在货币出现之前，商品交换采用直接物物交换的方式进行。这种直接的物物交换的
方式给商品交换带来了诸多不便，因为它要求参加商品交换的双方在时问、地点、需求上必须保持一
致，否则，交换就不能顺利进行。例如，一个樵夫想用一根原木换一把斧子，而铁匠不要原木，他想
用斧子换山羊，而牧羊人不要斧子，他想用山羊换烧酒，而酒铺老板不想要山羊，他想请木匠帮他修
理酒桶，而木匠不要烧酒，他只想要一根木材。为了使各自的需求都能满足，樵夫就不得不先把木材
送到木匠那儿换木匠的劳务，然后木匠的劳务与酒铺老板换烧酒，拿烧酒找牧羊人换山羊，最后拿牧
羊人的山羊换回自己真正所需的斧子。可见，这种直接物物交换的方式，十分麻烦，不易进行，阻碍
了交换的发展。于是出现了货币，货币出现以后，人们先以一种商品交换成货币，再以货币交换成自
己需要的商品。这种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叫做商品流通。货币在商品流通中的媒介作用，使其
具有了流通手段职能。　　在商品流通的条件下，商品交换分裂成卖和买两个独立的行为，卖和买在
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可以分离开来，卖是一个过程，买又是一个过程。如果一些商品生产者只卖不买，
就会使一些生产者的商品卖不出去。这样就会产生卖与买的脱节，发展下去就会引起一系列商品交换
过程不能顺利进行，造成商品流通的中断，甚至有可能发生经济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讲，货币流通手
段职能的发挥包含着引发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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