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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材建设是提高教学质量的主要内容之一，关系到人才培养规格和培养水平，也关系到培养什么
样的人才、为谁培养人才，是办学思路和办学目的的具体体现。
因此，大学本科生所用教材既要体现知识的先进性、与本科教育发展水平的适应性，又要体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阶段高等教育的特殊性。
因此，本科教材应当确立相应的教材准人基本条件。
　　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不同于初级教育，它要求既要有明确的学校办学特色，又要建立科学的
人才培养模式。
学校办学定位的差异决定要相应确定学校办学特色和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教学
研究型大学和研究教学型大学在教材选取、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为了更好地体现黑龙江大学及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独特的人才培养目标，凸显出学院近年来在教学改
革和科学研究等方面的成果，学院在学校领导和相关职能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规划出版“经济与工商管
理类”系列教材。
这是一套高水准、高质量，具有黑龙江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特色的本科教材，是学院教师多年努
力的研究成果。
　　黑龙江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58年创办的黑龙江大学经济系，于1991年成
立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由著名经济学家熊映梧教授任首任院长，跨经济学和管理学两大门类，涵盖
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工商管理三个一级学科。
学院一直非常重视教材的编写，近年来学院教师在一些国家级的出版社出版了一些教材，教材的质量
也具有较高水平，在本科和其他层次的教学过程中被采用，但是有组织、有计划、系列化出版本科生
教材在学院近10年来的发展过程中还是第一次。
第一批出版的六本教材主要集中在经济与工商管理类的专业基础课上，我们邀请黑龙江大学及兄弟院
校的“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货币金融学”、“国际贸易”、“会计学”、“管理学概
论”等课程的主讲教师组成编写组，编写委员会对教材编写的提纲和初稿进行反复讨论、几经修改，
最后由主审专家审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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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立足于我国金融业发展历史和现状，系统阐述了货币、信用、金融机构、货币政策、金融发展
等基本理论，融西方金融学说与社会主义金融理论和实践为一体，坚持在广泛汲取国内外金融学科的
最新研究成果和总结我国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实践的基础上编写的原则，总结了我们长期从事货币银行
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的体会与总结。
全书共分13章，主要内容包括货币制度、信用、利息与利率、金融市场、商业银行、其他金融机构、
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货币需求、货币供给、货币均衡、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
等内容。
归纳起来，本教材具有以下两个突出特点：    1．理论性与趣味性相结合    货币金融学课程理论性很强
，突出理论性是该课程的核心。
货币制度、信用、利息、货币供给、货币需求、货币均衡、金融抑制与深化等章节的内容详细介绍和
论述了货币金融理论体系的发展和演变逻辑。
通过理论体系的完善，一方面使教学内容更加系统和科学；另一方面使学生对金融学的前沿理论有一
个大体了解。
但本教材在突出理论性的同时，也借助许多生动的阅读资料来说明货币与金融学相关的理论和观点，
增强课程学习的趣味性，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编写中，力求观点明确、内容充实、条理清楚、逻辑性强，以引导和启发学生，培养他们的综合分
析能力和开拓创新能力。
为了便于自学，每章开篇附有本章学习目的、意义和本章内容简介，每章结束附有复习思考题等，供
复习参考用。
    2．突出内容的前瞻性    本教材在编写时，不仅参考了国内外成熟的货币银行学教学研究成果，而且
追踪了近年来国内外货币金融学领域的前沿问题和金融改革的最新进展，这样做可以使读者进一步了
解货币银行理论的动态和未来中国金融改革的发展趋势，有针对性地讨论中国的金融改革问题。
本教材结合我国金融改革的实践，在不同部分分别介绍了国内与国外货币银行学的发展情况，理论联
系实际，具有很强的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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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货币与货币制度　　学习目标　　本章对货币的定义、起源、职能、形式的发展及货币
本位制度的演变作了系统的介绍。
同时，对货币与经济运行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有关货币的定义和职能；掌握货币层次划分的依据、标准和划分意义
；理解实物货币、代用货币和信用货币的价值基础；了解货币本位制度的发展和演变，以及当今世界
存在的区域性和世界性的本位货币。
同时还应对货币在社会生产消费过程中的作用及有关国民经济运行的主要货币指标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
　　第一节　货币的起源和货币的本质　　一、货币的起源　　货币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长期发展
的产物，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即使用价值与价值、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
盾是货币产生的根源，物物交换的困难是商品经济内在矛盾的表现形式。
　　物物交换的困难制约了商品交换的发展；商品交换的普遍性必然打破物物交换在时间、空间上的
制约；一般等价物的出现解决了物物交换矛盾，实现了以一般等价物为媒介的物物交换，最初一般等
价物还不是完全意义的货币，不同的地区和时期都有自己的一般等价物；当一般等价物固定地由黄金
来充当时，货币才真正产生。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货币的产生经历了简单的、偶然的价值形式，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价值形式和
货币形式的四个发展阶段。
　　1．简单的、偶然的价值形式　　在原始社会后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部分剩余产
品。
各部落生产的产品除了满足自身需要外，可以将部分剩余产品用于交换。
在交换过程中，一种商品的价值，偶然地表现在另一种商品上，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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