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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在我国有了极快的发展，但相对于高职教育规模的扩大，相
应的高职高专教材体系的建设相对落后，始终不能彻底从本科教材体系中分离出来。
为了适应高职高专金融保险类的教学需要，我们组织有多年高职教学经验的一线老师编写了本教材。
为了满足高职高专的教育目标，在教材编写过程中我们力求突出以下特点：　　1．以就业为导向，
在内容安排上充分考虑高职学生未来就业的岗位要求，对学生未来工作能力的培养，以及学生潜能的
开发。
教材在结构布局，内容的选取、安排和设计上都要符合高职教育的目标，内容取舍合理，繁简适度。
不强调知识的系统性，但要强化知识的应用性。
　　2．突出基础理论知识够用、加强应用和实践技能的特色。
采用围绕应用讲理论的方法，突出实践教学，教材中包含了大量的案例，突出理论知识的实用性和可
操作性。
　　3．内容新颖，不仅包括金融业的概貌，联系国内外金融业的实际，而且反映最新的研究成果和
金融业的最新发展动态。
　　4．在内容构建上，将学位教育与职业证书考试相结合，满足学生获得双证的需要。
　　5．充分考虑高职高专学生的接受能力和培养目标，在控制内容深浅度的同时，尽量使用通俗易
懂的语言、活泼的编写体例以及丰富的栏目，如章前引例及分析、知识库、参考案例、复习思考题等
。
　　本书由张伟芹担任主编，杨向荣、伏琳娜任副主编。
本教材共分十一章，编写分工如下：第一、三、四、六章由张伟芹编写；第二章由伏琳娜编写；第五
章由张晓洁编写；第七章由郑宏韬编写；第八章由马立占编写；第九、十一章由王卫华编写；第十章
由杨向荣编写。
　　在编写中，我们参阅了大量近年来出版的金融论著、教材及其他文献，并从中吸收了许多有价值
的材料和观点。
在此，特作说明，并向有关编著者表示感谢。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牛晋芳、常亚波两位编辑的大力支持，在此表
示感谢。
由于编写时间紧，加之笔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欢迎各院校师生和广大读者批评
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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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详细介绍了金融学基础知识，包括货币制度、信用、金融市场。
金融机构体系、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经营、金融监管体制、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及其治理，以及国
际金融等内容。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力求突出以下特点：（1）在内容安排上，充分考虑高职学生未来就业的岗位要求
、学生未来工作能力的培养以及学生潜能的开发；（2）采用围绕应用讲理论的方法，教材中包含大
量的案例，突出理论知识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3）在内容构建上，将学位教育与职业证书考试相
结合，满足学生获得双证的需要；（4）充分考虑高职高专学生的接受能力和培养目标，在控制内容
深浅度的同时，尽量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活泼的编写体例以及丰富的栏目，如知识库、参考案例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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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货币与货币制度　第一节 货币概述　第二节 货币的职能　第三节 货币流通规律　第四节 货币
层次的划分　第五节 货币制度第二章 信用　第一节 信用概述　第二节 信用形式　第三节 借贷资金与
利息　第四节 社会信用体系第三章 金融市场　第一节 金融市场概述　第二节 金融市场的交易工具　
第三节 货币市场　第四节 资本市场第四章 金融机构体系　第一节 金融机构概述　第二节 金融机构体
系　第三节 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主要业务　第四节 国际金融机构第五章 商业银行　第一节 商业银行概
述　第二节 商业银行的业务　第三节 商业银行的经营与管理　第四节 网络银行第六章 中央银行　第
一节 中央银行概述　第二节 中央银行的业务　第三节 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第七章 金融监管　第一节 
金融监管概述　第二节 金融监管体制　第三节 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第八章 货币需求与货币供给　第
一节 货币需求　第二节 货币供给第九章 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　第一节 通货膨胀及治理对策　第二节 
通货紧缩及治理对策第十章 国际金融　第一节 国际收支　第二节 外汇与汇率　第三节 外汇交易与外
汇风险　第四节 国际储备第十一章 金融创新与金融安全　第一节 金融创新　第二节 金融风险　第三
节 金融安全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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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币材的确定　　币材的确定是指国家规定用什么材料来充当本位货币。
本位货币就是指一个国家法律规定的标准货币。
不同的货币材料形成了不同的货币制度，如金、银或金银并用就构成了金本位制、银本位制和金银复
本位制。
在金属货币制度下，币材是货币制度的基础，是建立货币制度的首要步骤。
确定以什么金属作为货币材料，是由各国的生产水平和经济条件决定的，不是由国家任意选择的。
在普遍使用信用货币的今天，或随着电子货币的普及，币材的选择已经不是一个重要因素了。
　　（二）货币单位的确定　　货币材料确立后，就要规定货币单位。
货币单位包括货币单位的名称、货币的名称及货币单位的“价值量”。
　　1．货币单位的名称与货币的名称　　货币单位的名称与货币的名称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有的国家货币单位的名称与货币的名称相同，如英国的货币名称和货币单位的名称都是“英镑”，美
国的货币名称和货币单位名称都是“美元”；也有些国家货币单位的名称与货币名称不同，如中国货
币名称是人民币，货币单位名称是“元”。
　　2．货币单位的“价值量”　　各国货币单位确定后，还要确定货币单位所包含的价值量。
在金属货币制度下货币单位所含的价值量是由国家确定，并相对保持稳定。
例如，在银本位制度下，我国1914年北洋政府颁布的《国币条例》规定的“圆”，1圆含纯银23．977
克。
在金本位制度下，美国货币单位的“美元”，根据1934年1月的法令，1美元含金量为0．8886克。
目前，在信用货币制下，货币的发行不再以金、银等贵金属作为准备，规定单位货币的价值量已毫无
意义，货币的价值量完全是由货币的需求与供给的对比关系决定的，此时，单位货币所代表的价值量
也是波动的。
　　（三）本位币和辅币的铸造、发行及流通　　本位币即主币，是一国流通中的基本货币，是国家
用法律规定下来的标准货币。
在金属货币制度下，本位币是按照国家规定的币材和货币单位铸成的，其形状、重量、成色是统一的
，并打上印记。
如我国在1935年以前白银流通的时候，银元就是本位币。
　　1．对本位币的规定　　（1）多以贵金属为币材，是足值的货币，可以自由铸造。
在金属货币流通的条件下，本位币可以自由铸造。
所谓自由铸造是指国家开设造币厂，每个公民都有权把货币金属送到国家造币厂请求铸成本位币。
政府不收或只收取少量的费用。
公民也可以将货币溶化为金属块。
　　本位币的自由铸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位币的自由铸造可以自发调节货币流通量，使流通中的货币量与货币需要量保持一致，从而保持了
币值的稳定。
当货币流通量过多面临贬值时，公民会自发地将铸币熔化成金属块，使其退出流通贮藏起来。
当流通中的货币量不足，币值可能上升时，公民会请求造币厂把金属块铸造成货币，投人流通。
正是本位币的自由铸造，才使得铸币的名义价值和实际价值保持一致，使本位币成为足值货币。
　　（2）具有无限法偿能力。
国家规定本位币具有无限的支付能力，用本位货币来购买商品或偿还债务时，不论数量大小和债务性
质的差异，任何人都不能拒绝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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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金融基础》全书共分11个章节，主要对金融学基础知识作了详细地介绍，具体内容包括货币制
度、信用、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体系、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经营等。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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