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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际金融学主要探讨的是各国之间的货币、宏观经济政策以及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的关系，它往往
又被称为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学或者国际货币与金融经济学。
与封闭经济相比，开放经济下一国政府面临的约束更多，除了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之外，
政府还必须努力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和本币的汇率稳定。
因此，国际金融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以开放经济为背景，重点研究一国汇率水平的决定以及国际收支失
衡的调整问题。
国际金融学与货币银行学通常是国内金融学专业学生重要的基础理论课，这两门课程的差异体现在货
币银行学侧重从封闭经济条件下分析货币需求和供给以及通胀率和利率的决定问题，考察商品市场和
货币市场的同时均衡问题，国际金融学则侧重从开放经济角度分析汇率和国际收支变化对经济的影响
，考察商品市场、货币市场以及外汇市场的同时均衡问题。
　　《国际金融学》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部分详细介绍汇率和国际收支的基本概念及其进一步拓展
；第二部分较详细地介绍汇率的决定理论，包括购买力平价理论、利率平价理论、货币模型理论以及
资产组合模型理论；第三部分详细分析国际收支理论，这围绕国际收支失衡的自动调节和政策调节展
开，重点讨论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
以上两部分是《国际金融学》的重点，同时也是教学的重点和难点。
第四部分是对传统的外汇交易方式的介绍，并与前面的章节相呼应；第五部分介绍国际货币体系的变
化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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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金融学》介绍了国际金融学的主要基本理论。
第一部分介绍了汇率和国际收支的基本概念及其拓展；第二部分较详细地介绍汇率的决定理论，包括
购买力平价理论、利率平价理论、货币模型理论以及资产组合模型理论；第三部分讨论国际收支理论
，这围绕着国际收支失衡的自动调节和政策调节展开，重点讨论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第四部分是对传
统的外汇交易方式的介绍；第五部分介绍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变化与发展。
　　《国际金融学》主要适用于各高校经济、金融类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以及对国际金融
理论感兴趣的实践工作者参考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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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除了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这两大类项目外，国际收支平衡表还有一个项目——净错误与遗
漏。
从理论上讲，国际收支平衡表是按照复式记账法记录所有的对外经济交易，因此借贷双方应该是平衡
的。
然而，当把所有的项目加总之后，不可避免地将得到净的借方差额或贷方差额。
形成这一差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由于统计资料来源的不一致，有的是由于人为因素（高报或
低报进出口）等，造成了借贷双方的不平衡，因此就要人为地设置一个项目来平衡，这就是净错误与
遗漏项目。
如果其他项目加总的贷方总额大于借方总额，就在借方增加一个相同规模的差额，即净错误与遗漏项
目借方差额。
反之，为贷方差额。
　　这里需要注意的问题是，虽然净错误与遗漏项目最终表现为借方或贷方，但并不是说只有借方或
贷方才有错误与遗漏，实际情况是借方和贷方都可能同时存在错误与遗漏，但无法准确记录，所以采
用净差额来表示。
一般而言，净误差与遗漏项目差额的绝对值过大会影响国际收支统计的可信度。
通常国际上认为，净误差与遗漏规模占进出口贸易总值的5％以下是可以接受的。
　　通常来说，在正常情况下，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净误差与遗漏项目的差额一般呈现正负交替的随
机分布状态，既可能出现在贷方（为正值），也可能出现在借方（为负值）。
不过，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转轨国家而言，净错误与遗漏项目的差额出现在借方往往表示本国出现
了资本外逃，在贷方往往表示本国出现了热钱流入。
　　综上所述，国际收支平衡表大体将某一经济体对外的全部经济交易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和实际资
源相关的经常项目，另一类是和金融资源相关的资本与金融项目，在资本与金融项目下，又可以分为
私人部门和政府部门两类，前者主要包括资本项目和不含官方储备的金融项目，后者则是在金融项目
下的官方储备。
通常，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无法平衡，需要人为设置一个项目来平衡，即净错误与遗漏项目。
该项目往往被视为反映了私人部门的资本流出入状况。
因此，该项目又可以和私人部门的资本与金融项目合并分析。
简而言之，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分类可以用表2-1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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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学校金融学创新规划教材”是由国内知名经济学家及数十所高校的优秀中青年教师共同策
划编写，凝聚数年研究和执教经验，厚积薄发，面向高等学校本科生推出的系列教材。
本套系列教材具体编写上，设置了“本章小结”、“关键术语”、“案例分析”、“思考题’等教学
模块，在内容上与传统的本科教材目比有所创新和突破，并大多配备教学课件，方便教学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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