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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银行学大纲 

课程名称：CUR201 货币银行学 Money and Banking 

课程性质：本学院金融学专业必修，其他专业选修、或根据专业培养方案确定 

学分课时：3学分，54 课时 

主讲教师：吴军教授，郭红玉副教授，陈涛讲师，粟勤教授 孙东升副教授，何

丽芬副教授，  

所属院系：金融学院货币经济学系 

电话：64495049，E-mail：guo-h-y@163.net 

教学对象：金融学院本科二年级以上学生或具有同等学力的学生 

考核方式：平时测验（或作业成绩），每月一次，上交要求的课程论文或调查报

告 

期中考试：开卷考试 

期末考试：闭卷考试，笔试。 

其中平时成绩占 10%，期中成绩占 10%，期末考试占 80% 

出勤要求：学生缺勤不得多于总课时的四分之一。教师可以根据考勤情况决定学

生是否可以参加考试、是否扣分。 

 

一、 课程简介 

货币银行学是本科金融类专业的专业基础理论课程。本课程是专门研究货币

经济理论的学科，涉及到货币制度、信用与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体系、利率原理、

国际金融关系、货币理论与政策，货币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等理论及政策问题。

设置本课程的目的在于，使学生掌握货币银行学基本原理，理解金融理论研究的

线索和前沿，认识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问题，明确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理论与实

践。 

 

二、教学内容与要求： 

 

第一章  货币与货币制度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要求明确货币的定义及其在当代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掌

握货币制度的基本构成和不同类型货币制度的形成过程，理解当代货币制度的形

成背景及其主要特征，认识我国货币制度的建立、发展过程和人民币制度的基本

特点。 

【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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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货币定义：货币的种类，包括实物货币，纸币，信用货币。重点理解货

币历史演进的客观规律性，认识纸币与银行券的区别与联系；货币的法律

定义、本质定义和职能定义：西方经济学界对货币职能的理解及对货币定

义的解释。 

2. 货币的职能与作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货币职能的表述，西方经济学

说对货币职能的表述，货币职能表述的比较；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作用，

货币作为经济变量和政策变量的作用。 

3. 货币制度的功能：铸币的定义，前资本主义社会铸币流通的特点；货币

制度的构成要素。 

4．货币制度的演变：银本位制；复本位制：形成及基本内容，“格雷欣法

则”及复本位制的不稳定性；金本位制：金币本位制的内容、特点及其对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的特点、

基本内容及其不稳定性。 

5. 当代的货币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内容、实质、作用及其最终崩

溃的原因；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制度的特点；我国的人民币制度。 

【教学总时数】 4 学时 

【作业与练习】 

1. 基本概念：价值尺度  流通手段  支付手段  贮藏手段  铸币  信用货

币  纸币  银行券  本位币  无限法偿  有限法偿  准货币 

2. 试述货币的定义。 

3. 比较货币职能的不同表述。 

4. 试论货币在当代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作用。  

5. 试述货币制度的基本构成要素。 

6. 试用“格雷欣法则”说明复本制的不稳定性和崩溃的必然性。 

7. 试述货币制度的演变。 

8. 试论纸币与银行券的区别及融合的原因。 

9. 试述当代货币制度的基本特征。 

10. 试述人民币货币制度的主要内容。 

 

第二章  信用与金融市场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要求理解信用关系的形成及其本质，认识各种金融工具及其

交易方式与价格形成机制，掌握金融市场的一些基本概念，了解证券发行市场和

流通市场，明确金融市场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为理解和掌握中央银行货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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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传导机制和政策效果提供知识准备。 

【主要内容】 

1. 信用的本质与形式：信用定义，信用关系和信用的本质，信用存在的客

观经济基础；直接信用与间接信用；信用形式：商业信用、银行信用、国

家信用、消费信用。 

2. 信用工具：信用工具、金融工具和金融资产的概念；信用工具的特征：

期限性、流动性、风险性和收益性；短期金融工具，长期金融工具。 

3. 金融市场：金融市场的定义，对场所这一概念的理解，交易对象和供求

关系；开放和完善金融市场的前提和基础；金融市场的交易主体、交易对

象和金融市场的类型；金融市场价格的形成机制；票据行为和票据的流通

程序；证券交易的基本方法。 

【教学总时数】 5 学时 

【作业与练习】 

1. 基本概念：汇票  本票  支票  股票  债券  国库券  贴现  贴现率  

衍生金融工具  收益率  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  场内交易  场外交易  

股票价格指数  现货交易  期货交易  信用交易  期权交易  

2. 如何理解信用的本质问题？ 

3.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信用采取哪些主要的形式？ 

4. 如何理解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其特点是什么？ 

5. 如何理解信用工具、金融工具和金融资产，金融工具有哪些主要特征？ 

6. 如何理解金融市场的概念？ 

7. 如何计算股票的理论价格和债券的理论价格？ 

8. 试计算金融工具的名义收益率、当期收益率及实际收益率。 

9. 试计算票据贴现额。 

10. 试分析金融市场的结构，并说明按照不同标准划分的各类金融市场的定

义及功能。 

 

第三章  金融机构体系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要求了解金融中介机构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对现代金

融中介机构的性质、职能与作用有较深刻的理解，并要求理解现代金融机构体系

的基本结构以及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区别和联系。 

【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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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银行的产生与发展：货币经营业是现代银行业的先驱，货币经营业转化

为银行业的标志，现代银行产生的两条途径；银行的性质和职能；当代银

行的新作用。 

2. 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中央银行的性质及其在本国金融体系中的地位；

商业银行是典型的银行机构，是当代各国银行体系的主体；专业性银行的

种类及演化趋势；非银行金融机构；全球性国际金融机构和区域性国际金

融机构。 

3. 我国金融机构体系的建立和发展：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高度

集中统一的国家银行体系的基本特征、适应性及弊病；多元混合型金融

体系的基本结构；中央银行制度下的金融体系，1994 年的金融体制改革，

我国现行金融体系的性质。 

【教学总时数】 4 学时 

【作业与练习】 

1. 试论银行的性质和职能。 

2. 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银行是怎样从简单的中介人发展成为万能的垄断

者的？ 

3. 试述当代各国金融体系的基本结构。 

4. 简述我国金融机构体系演化和改革的过程与思路。 

5. 我国目前有哪些主要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 

 

第四章 利率原理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要求认识利息、利率的性质及基本概念，掌握不同的计息方

法和不同的利率种类，明确决定和影响利率水平的因素问题，从而了解利率在现

代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主要内容】 

1. 利息的本质和作用：利息的本质，不同学派的利息来源理论；利息的分

配职能；利息的作用。 

2. 利率体系：利率的定义，利率的表示方法，单利与复利的计算方法；利

率的种类；利率体系：利率结构和各种利率之间的传导机制。 

3. 利率决定理论：马克思的利率水平决定理论；古典学派关于利率水平的

储蓄－投资决定理论和可贷资金理论；凯恩斯学派“流动性偏好”理论

关于利率决定的特点；决定和影响利率水平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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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利率机制：利率对投资的影响：利率对投资效益、对资本流动的影响；

利率对信用的影响：债务人对利率的弹性，债权人对利率的弹性；利率

管理体制。 

【教学总时数】 4 学时 

【作业与练习】 

1. 简述利息的本质和职能。 

2. 试述单利和复利的计息方法。 

3. 试论决定和影响利率水平的因素。 

4. 比较古典利率理论与凯恩斯主义利率理论的差异。 

5. 试论利率对投资的影响。 

6. 利率对社会经济生活具有哪些经济杠杆作用？ 

7. 什么是利率管理体制？我国的利率管理体制应进行怎样的改革？ 

 

第五章  商业银行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要求了解商业银行的组织形式，掌握商业银行的基本业务

活动，并明确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目标、原则及方法等内容。 

【主要内容】 

1.商业银行的组织形式：商业银行与其它企业、其它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

的异同，商业银行的性质定义；商业银行机构设置模式及其优劣比较；商

业银行业务经营范围的两大类型及其优劣比较；我国商业银行的组织形式。 

2．商业银行的主要业务：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及其分析方法；负债业务

和所有者权益包括的基本内容；现金资产的具体业务项目和放款业务的具

体内容与要求，投资业务；结算、信托、租赁等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基本

内容。 

     3．商业银行管理：资产管理原则和资产管理的主要内容；负债管理的主要

思想和负债管理的主要内容；资产－负债管理的主要方法；资本金管理的

涵义和《巴塞尔协议》对资本金管理的主要指标和基本要求。 

【教学总时数】 6 学时 

【作业与练习】 

1. 基本概念：全能银行模式  单一银行制  总分行制  集团银行制 活期

存款  定期存款   储蓄存款   拆借  资产业务  贴现  抵押  回购  

中间业务  表外业务 流动性 

2．试述商业银行与其它金融机构的区别。 

     3．如何认识商业银行信用业务与中间业务的关系？ 



货币银行学 

第 6 页 共 11 页 

 4．如何处理商业银行放款业务与投资业务的关系？ 

5．说明商业银行自有资本的重要性。 

     6．应如何协调和优化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 

     7．什么是资产－负债管理？商业银行是用什么方法进行自身的资产－负债

管理的？ 

     8．试论商业银行资本金管理的主要方式。 

 

第六章  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要求认识中央银行产生的历史过程和建立中央银行制度的客

观必要性，掌握中央银行的性质和职能等内容，了解我国中央银行制度的特征及

主要内容。 

【主要内容】 

1．中央银行的产生和发展：中央银行的概念及建立中央银行的必要性；中

央银行的初创阶段和迅速发展阶段；英格兰银行，美国联邦储备体系；中

央银行制度的类型；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问题研究。 

2．中央银行的性质与职能：中央银行的性质，与一般的政府机关、其他银

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异同；中央银行的职能：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

政府的银行。 

3．中央银行的主要业务：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央银行的负债业务，

主要包括资本业务、货币发行业务、存款业务。 

4．金融监管：金融监管的目标、原则、机制与手段。 

【教学总时数】 4 学时 

【作业与练习】 

1．基本概念：中央银行、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单一式中央银行制、

联邦式中央银行制、准中央银行制、跨国中央银行制 

2．中央银行制度有哪些不同的类型？ 

3．试述中央银行的性质和职能。 

4．中央银行有哪些主要的业务活动？ 

5．试述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对独立性问题。 

6．为什么要实施金融监管？ 

7．试述金融当局实施金融监管的方法及主要内容。 

 

第七章   对外金融关系     

【教学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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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章学习，要求了解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基本内容，掌握国际收支状况的

分析方法和国际收支调节的基本方法，并且对外汇、汇率及其决定、汇率管

理等内容有较明确的认识，理解国际信贷和国际结算的主要内容。 

【主要内容】 

1. 国际收支：国际收支概念的定义，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基本记帐原则及其

结构；国际收支顺差和逆差概念，判断国际收支是否平衡的基本方式和四

种差额概念；国际收支失衡的基本原因及调节国际收支的基本内容。 

2. 外汇与汇率：外汇的内涵和外延定义；汇率的定义和两种汇率标价法，

汇率种类； “金平价”和“购买力平价”，影响汇率变动的主要因素，

汇率变动对经济的影响问题。 

3. 国际信用：各种国际信用方式；我国外债管理的主体，确定适度外债规

模的主要指标和参考指标，合理安排外债结构的基本内容，并对完善外债

统计监测系统问题有一定的了解。 

【教学总时数】6学时 

【作业与练习】 

1. 基本概念：国际收支 国际收支平衡表  经常项目 资本和金融项目 平

衡项目 外汇  汇率  直接标价法  间接标价法 

2. 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内容是什么，国际收支差额有哪些？ 

3. 如何判断国际收支状况？如何调节国际收支？ 

4. 试论决定汇率的因素和影响汇率变动的主要原因。 

5. 汇率变动会对国民经济产生哪些影响？ 

6. 利用外资主要有哪些方式？应如何加强对外债的管理？ 

       

第八章 货币供求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和掌握货币需求理论，包括马克思的货币需求理论，

传统的货币数量论，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和现代货币数量论。了解和掌握货币

供给机制，包括存款货币的创造过程，货币乘数原理，影响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

变动的基础因素。 

【主要内容】 

1.货币需求理论：马克思的货币需求理论；传统的货币数量论：交易方程式、

剑桥方程式及二者关系；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灵活偏好理论）；现代货币数

量论（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理论） 

2. 货币供给机制：货币供应量的定义，划分货币层次的目的和基本原则及

我国目前的货币层次划分；信用创造货币机制和扩张信用、创造派生存款机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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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内容，信用扩张的约束机制。 

3．货币供给模型：我国的货币供给模型：设定决定货币供给的各种变量及

变量间相互关系的符号和方程式，按货币供应量定义分别推算出 M1 及货币乘数

K1、M2及货币乘数 K2。 

【教学总时数】6学时 

【作业与练习】 

1．基本概念：货币需求、名义货币需求、实际货币需求、流动性陷井、货

币供给、原始存款、派生存款、基础货币、货币乘数 

2．试述马克思的货币需求理论。 

3．试述费雪的交易方程式。 

4．试述剑桥方程式。 

5．试述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 

6．试述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理论。 

7．如何定义货币供应量？如何划分货币层次？ 

8．试述影响存款货币创造的限制性因素。 

9．试论决定货币供给的主要因素。 

 

第九章  货币均衡与失衡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理解和掌握货币均衡理论，包括货币均衡的基本原理、通货

膨胀的类型、导致通货膨胀的原因、通货膨胀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以及通货膨

胀的社会承受能力及通货紧缩问题等的理解，具备货币均衡方面的基本理论知识

和对货币问题的分析能力。 

【主要内容】 

1．货币均衡原理：货币均衡的涵义，货币的自身均衡机制，物价自然上涨

率的经济含义；货币数量与经济增长率、物价增长率的关系。 

2．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定义，按起因划分的四种通货膨胀类型；测量通

货膨胀的方法；导致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主要原因和其它原因；决定通

货膨胀的社会承受能力的三个方面的因素；通货膨胀对经济的影响；通货

膨胀的治理。 

3．通货紧缩：通货紧缩的基本涵义，通货紧缩的计量意义，通货紧缩的经

济实质和表现形式；导致通货紧缩的一般原因；通货紧缩的治理。 

【教学总时数】5学时 

【作业与练习】 

1. 基本概念：通货膨胀、通货紧缩、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成本推进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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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膨胀、混合型通货膨胀、结构型通货膨胀、 

2. 什么是货币均衡？如何实现货币均衡？ 

3. 通货膨胀有哪些主要类型 ？ 

4. 如何度量通货膨胀？  

5. 试述通货膨胀的成因。 

6. 试述通货膨胀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及治理对策。 

7. 试述通货紧缩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8. 结合我国实际，论述导致通货紧缩的原因及对策。 

 

第十章  货币政策 

【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明确货币政策的目标、中介指标以及中央银行的宏观金融调

控机制等理论问题，掌握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力度及作用方向，并对货币政策的

作用效果有一定的认识。 

【主要内容】 

1． 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的涵义；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体系，货币政策最

终目标之间的关系；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选择。 

2． 货币政策中间目标：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基本涵义；选择中间目标的四

个方面的要求；各国使用较多的中间目标及凯恩斯主义、现代货币主义在

选择中间目标方面的主张。 

3．货币政策工具：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存款准备率政策的涵义及其缺陷，

我国存款准备制度的主要内容；贴现政策的作用机制及效果比较，我国再

贴现业务的进展情况；公开市场业务的作用机制及效果比较，我国中央银

行本币公开市场业务的操作框架和作法。消费者信用控制、证券市场信用

控制、不动产信用控制、优惠利率和预缴进口保证金等选择性政策工具；

直接信用管制；道义劝告和窗口指导等间接信用控制工具； 

4. 货币政策的效果研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共性与区别，两类政策的

基本配合模式，各类配合模式的利弊和适应性分析；货币政策的内部时滞

和外部时滞；分析货币流通形势的主要指标：反映通货膨胀程度的指标，

反映币值情况的指标。 

【教学总时数】6学时 

【作业与练习】  
1. 基本概念：银行准备金 借入准备金 非借入准备金  贴现窗口 法定存

款准备金 公开市场操作 选择性政策工具 货币政策中间目标 货币政

策时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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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请简要解释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之间的矛盾。 

3. 选择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标准是什么？可供选择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有哪些？ 

4. 比较存款准备金政策、再贴现政策和公开市场操作三大货币政策工具的

作用特点。 

5. 从货币政策的时滞谈谈货币政策作用的局限性。  

 

第十一章  金融发展与金融创新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要求了解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的关系，金融压抑论和金融深

化论的主要观点，掌握金融创新的含义及其产生的动因，理解金融创新与金融管

制、金融风险之间的关系，明确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的主要内容。 

【主要内容】 

1. 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金融结构的含义；金融发展的含义；金融结构与

金融发展的关系；衡量金融发展的指标：金融相关率、货币化率；金融

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2. 金融压抑论：金融压抑的含义及表现；金融压抑的原因；金融压抑对经

济增长的负效应。 

3. 金融深化论：金融深化论的核心观点；金融深化的表现；金融深化论的

政策主张。 

4. 金融创新理论：金融创新的含义；金融创新的理论流派：技术推进论，

货币促成论财富增长论，约束诱导论，制度改革论，交易成本论，规避

管制论。 

5. 金融创新的动因：规避管制；金融自由化；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技术

进步的推动。 

6. 金融创新的内容：金融业务创新：负债业务创新，资产业务创新，中间

业务创新，表外业务创新，清算系统的创新；金融市场的创新：欧洲货

币市场的特征，欧洲货币市场主要的创新；金融制度创新：非银行金融

机构的发展，跨国银行的发展，金融机构之间的同质化趋势，金融监管

的自由化和国际化。 

【教学总时数】 4 学时 

【作业与练习】 

1. 基本概念：金融结构 金融发展  金融相关率  货币化率  金融压抑  金

融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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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 

3. 如何衡量金融发展？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有怎样的关系？ 

4. 试述金融压抑的表现、原因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 

5. 简述金融深化论的核心观点及其政策主张。 

6. 简述西方经济学家关于金融创新的理论。 

7. 金融创新的动因是什么？ 

8. 试述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西方国家金融创新的主要内容。 

9. 金融自由化包括哪些内容？ 

 

 

三、本课程主要参考书 

1．《金融学》，曹龙骐主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2．《金融学》，黄达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货币金融学》，殷孟波主著,中国金融出版社。 

4．《货币与银行》，弗里德曼著，潘文星译，中国计划出版社。 

5．《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劳伦斯·S·里特等著，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