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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金融学”是一门研究金融领域各要素及其基本关系与运行规律的专业基础理论课程。
“金融学”的涵盖面很宽，凡与金融相关的范畴几乎都包含在内。
本书力图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系统阐述金融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及其运动规律；客观介绍
世界上主流金融理论、最新研究成果、实务运作机制及其最新发展动态；立足中国实际，努力反映经
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的实践进展和理论研究成果，实事求是地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金融
理论和实践问题。
　　随着我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货币、信用、银行等金融因素已经渗透到经济生活的方
方面面，金融的地位和作用大大提高，影响力日益增强。
这就需要我们通过学习和掌握金融学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把握金融运作的内在机制和规律，进而
认识和探讨经济社会中的各种金融现象，研究和解决现实金融经济问题，同时为其他专业基本理论课
程和业务技能课程的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
　　本书编写人员有（按章节顺序）：李健（第一、二、三、四、五、十一、十二、十四、十五、十
六、十七、十八章）、左毓秀（第一、三章）、李国重（第二、十一章）、马丽娟（第五、六、七章
）、魏建华（第八、九、十章）、吴国祥（第十三、十四、十五章）。
　　全书由李健负责总纂。
在书稿的写作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许多专家学者的帮助，特别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周升业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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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力图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系统阐述金融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及其运行规律；客观
介绍世界上主流金融理论及最新研究成果和实务运作的机制；立足中国实际，努力反映经济体制改革
、金融体制改革的实践进展和理论研究成果，实事求是地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金融理论和实践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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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健，经济学博士。
现为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流动站导师，金融学系主任。
兼任教育部高职高专经济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金融学会理事、中国国际金融学会理事。
主持首批国家精品课程“货币银行学”，是首批国家教学团队带头人。
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全国首届百位国家教学名师奖、北京市优秀教师、北京市教学名师奖等荣誉。
主要研究方向为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
近十年来，主持和参加国家、省部级课题16项。
在国内外公开发表学术论文逾百篇；出版个人专著2本，主编专著6本、教材9本，合著教材2本。
科研成果中获得国家级奖励1项，省部级奖励1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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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货币与货币制度
　第一节 货币的出现与货币形式的演进
　第二节 货币的功能与作用
　第三节 当代信用货币的层次划分与计量
　第四节 货币制度
第二章 国际交往中的货币与汇率
　第一节 外汇与汇率概述
　第二节 汇率的决定与影响
　第三节 汇率制度的安排与演进
第三章 信用与信用形式
　第一节 信用的产生与发展
　第二节 现代信用及其作用
　第三节 现代信用体系的构成
　第四节 信用形式
第四章 利息与利率
　第一节 利息与收益的一般形态
　第二节 利率的种类
　第三节 利率的决定及其影响因素
　第四节 利率的作用及其发挥
第五章 金融机构概述
　第一节 金融机构的产生与功能
　第二节 金融机构体系的构成与发展
　第三节 我国的金融机构体系
第六章 银行类金融机构
　第一节 银行的产生、发展及其种类
　第二节 商业银行的组织形式与经营管理
　第三节 政策性银行
　第四节 信用合作机构
第七章 非银行金融机构
　第一节 保险公司
　第二节 投资机构
　第三节 其他金融机构
第八章 金融市场与金融工具
　第一节 金融市场及其要素
　第二节 金融工具的种类与特征
　第三节 金融工具的价格
　第四节 金融工具的收益
第九章 货币市场
　第一节 货币市场的特点与功能
　第二节 同业拆借市场
　第三节 票据市场
　第四节 国库券市场
　第五节 回购协议市场
第十章 资本市场
　第一节 资本市场的特点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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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证券发行市场
　第三节 证券流通市场
　第四节 证券投资分析
第十一章 国际收支及其均衡
　第一节 国际收支与国际收支平衡表
　第二节 国际收支的平衡与调节
　第三节 国际储备与对外债务
　第四节 国际支付与结算
第十二章 国际融资与金融全球化
　第一节 国际资本的流动
　第二节 经济全球化与金融全球化
　第三节 我国金融的对外开放与全球化进程
第十三章 中央银行
　第一节 中央银行的产生、发展与类型
　第二节 中央银行的性质与职能
　第三节 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
　第四节 清算业务
第十四章 货币需求
　第一节 货币需求的概述
　第二节 货币需求的决定
　第三节 我国货币需求分析
第十五章 货币供给
　第一节 现代信用货币的供给
　第二节 中央银行与基础货币
　第三节 商业银行与存款货币的创造
　第四节 货币乘数与货币供应量
第十六章 货币均衡
　第一节 货币供求均衡与社会总供求平衡
　第二节 通货膨胀
　第三节 通货紧缩
第十七章 货币政策
　第一节 货币政策目标
　第二节 货币政策中介指标与操作指标
　第三节 货币政策工具
　第四节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第五节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
第十八章 金融监管
　第一节 金融监管概述
　第二节 国家对商业银行的监管
　第三节 国家对金融市场的监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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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各地从可以起一般等价物作用的几种商品中分离出一种商品充当一般等价
物。
当这种商品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时，它就成了货币。
从马克思对货币起源的理论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货币是在商品交换过程中自发产生的，是商品生产
和商品交换发展的必然产物。
　　二、货币形式的演进　　货币产生以来其形式随着商品交换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地变化和发
展，货币形式的变化与币材的变化密切相关。
币材是指充当货币的材料或物品，要求具备以下性质：一是价值较高；二是易于分割；三是易于保存
；四是便于携带。
历史上曾经有许多种类不同的物品充当过币材，币材的变化导致货币形式不断演进，反映出商品生产
、商品交换的发展对货币形式的要求。
货币形式的演变从实物货币开始，发展到金属货币，再发展到货币的代表——纸币和其他信用货币。
　　（一）实物货币　　实物货币是指由自然界存在的某种物品或人们生产的某种物品充当的货币。
在中国使用时间较长、影Ⅱ向较大的有两类实物货币：一类是贝币，另一类是谷帛。
但是实物货币不能很好地满足交换对货币的要求。
因为许多实物货币形体不一，不易分割、保存，不便携带，而且价值不稳定，所以不是理想的货币形
式。
　　（二）金属货币　　以金属如铜、银、金等作为材料的货币称为金属货币。
与实物货币相比，金属货币具有价值稳定、易于分割、易于贮藏等优势，更适宜于充当货币。
金属充当货币材料采用过两种形式：一是秤量货币，二是铸币。
秤量货币是指以金属条块的形式发挥货币作用的金属货币。
秤量货币在中国历史上使用的时间很长，典型的形态是银两。
铸币是铸成一定形状并由国家印记证明其重量和成色的金属货币。
铸币的出现，克服了秤量货币使用时的种种不便，便利了商品交易。
　　当金属作为货币材料，特别是当流通中的货币是十足的金属铸币时，货币的价值比较稳定，能够
为交换和生产提供一个稳定的货币环境，有利于交换和借贷活动的发展。
但是金属货币也有难以克服的弊端，因为金属货币的数量受金属的贮藏量和开采量的先天制约，特别
是面对不断增长的交易数量，货币的数量很难保持同步的增长，因此在生产力急速发展时期，大量商
品往往由于货币的短缺而难以销售，引发萧条。
同时，金属货币在进行大额交易时不便携带，也影响了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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