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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07─2008学年第一学期 

《货币银行学》期末考试试卷（A卷） 
课程代码及课序号：CUR203－0、1、2、3 

 
学号：                                   姓    名：                          
成        绩：____________                                                      
班级：                                   课序号：                          
任课教师：_____     _____     
                     
题号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合计 

得分         
 

一、单项选择题（每题 1 分，共 10 分）                                                             

得分________    
1、商业银行向居民发放住房抵押贷款属于（      ）。 

（A）直接信用         （B）间接信用    

（C）商业信用         （D）政府信用 

2、在货币供给机制中商业银行的功能主要是（      ）。 

            （A）创造基础货币         （B）  创造派生存款 

            （C）发行货币                 （D） 独立决定货币乘数 

3、对当期物价指数影响最大的是（     ）。 

（A）M1               （B）M2       

（C）准货币        （D）现金 

4、 属于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的有（       ）。     

            （A）吸收存款          （B）发放贷款    

（C） 发行债券         （D） 承诺业务 

5、凯恩斯认为货币的投机需求（      ）。 

（A）与收入同方向变化        （B）与收入反方向变化 

（C）与预期利率同方向变化    （D）与预期利率反方向变化 

6、作为发行的银行是指中央银行（   ）。 

（A）垄断货币发行     （B）垄断债券发行 

（C）垄断股票发行     （D）垄断国库券发行      

7、负利率是指（       ）。 

（A）名义利率小于零        （B）实际利率小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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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官定利率小于零        （D）通货膨胀率小于零           

8、美国次贷危机起源于金融机构发放的次级（       ）。 

（A） 工业贷款          （B）商业贷款 

（C） 质押贷款           （D）住宅抵押贷款 

9、当前我国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最重要的渠道是（       ）。 

（A） 增加对商业银行的再贷款     （B）买入政府债券   

 （C）发行央行票据                         （D）增加外汇储备 

10、在二级市场上有价证券流通转让的双方是（       ）。 

（A）发行人与投资者                  （B）投资者 

（C）发行人与承销商                  （D）投资者与监管者 

二、多项选择题（每题 2 分，共 20 分）                                                             

得分________ 

1、属于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有（                         ）。 

（A）结算业务          （B）投资业务       （C）代理业务 

（D）贴现业务          （E）回购协议  

2、导致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准备金增加的业务有（                         ）。 

（A）商业银行买入国债      

（B）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卖出国债 

（C）商业银行买入外汇   

（D）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卖出外汇       

（E）商业银行持有的央行票据到期兑付 

3、直接决定货币乘数的因素是（                         ）。 

（A）通货比率         （B）超额准备率             （C） 再贴现率   

（D）存贷款利率     （E）  法定存款准备率    

4、期货交易的功能是（                          ）。 

（A）宏观调控          （B）套期保值        （C）为企业融资      

（D）获取投机收益  （E） 价格发现 

5、属于自主性交易项目的有（                          ）。 

            （A）货物              （B）服务            （C）官方储备 

（D）直接投资      （E）收益 

6、弗里德曼认为与货币需求同方向变化的因素是（                     ）。 

（A）恒久性收入     （B）货币收益率      （C）人力财富与非人力财富的比例      

（D）证券收益率     （E）物价变动率  

7、影响债券投资实际收益率的直接因素是（                      ）。 

（A）债券的名义利率     （B）市场利率      （C）持有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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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买入价格                 （E）卖出价格 

 8、可贷资金利率理论认为决定利率水平高低的因素是（                          ）。 

（A）货币供给       （B）货币需求           （C）储蓄                  

（D）投资               （E）国民收入水平 

9、选择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标准是（                         ）。 

（A）公开性          （B）保密性        （C）可测性    

（D）可控性          （E）相关性 

10、提高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方式有（                        ）。 

（A）发行股票                           （B）向中央银行申请再贴现           

（C）发行可转让大额存单       （D）增加公积金              

            （E）向资产管理公司出售不良贷款 

三、判断题（判断正确与错误，在题后打 √ 或 × ，每题 1 分，共 10 分）       得分 ________      

1、商业汇票必须经过承兑才能生效。                                                                

（    ） 

2、利率市场化程度决定着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作用的发挥。                            

（    ）  

3、回购协议的利率与作为协议抵押证券的票面利率无关。                                            

（    ） 

4、市场利率上升时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可能会减少。                                                  

（    ） 

5、贷记卡可以供消费者在约定期限内先消费、后存款。                        （    ） 

6、银行控股公司制的实质是实现银行业务的混业经营。                                                

（    ） 

7、国家开发银行是商业银行。                                                                      

（    ） 

8、基础货币是货币供给总量的一个组成部分。                                                        

（    ） 

9、保密性是金融监管的原则之一。                                                                  

（    ） 

10、政策时滞提高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    ） 

四、计算与分析（第 1 题 8 分，第 2 题 10 分，共 18 分）                                 得

分________                                                               

1、某投资者购买了一张 3 年期的债券，已知条件如下： 

债券面值 M 为 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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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面利率 i 为 5%； 

预期未来的市场期利率 r：二年期为 4.5%，一年期为 4.0%； 

投资者在债券发行的第 2 年购买债券。 

请写出计算公式，并计算回答： 

（1） 如果债券是到期一次还本付息，投资者的购买价格应该是多少？ 

（2） 如果债券是每年支付一次利息，投资者的购买价格应该是多少？ 

（3） 债券的付息次数对债券价格的影响是什么？  

 
 
 
 
 
 
 
 
 
 
 
 
 
 
 

2、据中国人民银行票据发行公告[2007]第 87 号：第一百二十九期中央银行票据，期限

3 个月(91 天)，最高发行量 40 亿元，缴款日为 2007 年 11 月 30 日，起息日为 2007 年 11 月

30 日，到期日为 2008 年 2 月 29 日。本期中央银行票据以贴现方式发行，向全部公开市场

业务一级交易商进行价格招标，到期按面值 100 元兑付。分析并回答： 

（1）中央银行发行票据反映在其资产负债表上，属于资产业务还是负债业务？  

（2）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发行央行票据与在市场上卖出国债对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规

模的影响有何不同？ 

（3）本期票据发行对商业银行的贷款能力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它表明中央银行紧缩

还是扩张的货币政策取向？ 

（4）对货币市场利率的影响是上升还是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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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简答题（每题 4 分，共 12 分）                                                                 

得分________    

1、 什么是流动性偏好？人们货币需求的大小与流动性偏好有何关系？  

 

 

 

 

 

2、 一家大公司计划在下一年度借入短期资金，请你为企业提出至少三种短期融资途径。 

 

 

 

 

 

 

3、什么是单利？什么是复利？二者的区别是什么？ 

 

 

 

 

 

 

六、简述题（每题 7 分，共 14 分）                                                                 

得分________                 

1、为什么说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制度能够使货币政策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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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什么是多头监管体制？我国目前的监管体制属于什么类型？由哪些机构构成？ 

 

 

 

 

 

 

 

 

 

七、论述题（共 16 分） 

2007 年下半年我国出现了结构性通货膨胀，请结合我国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回答： 

（1）通货膨胀的经济效应有哪些？ 

（2）运用货币政策应对通货膨胀的主要政策工具有哪些？作用原理是什么？是否有局

限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