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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实务》

前言

　　国际金融一体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在金融业对外开放总方针的指引下，尤其是加
入WTO后，我国金融行业对外开放的步伐逐渐加快，现在几乎所有的商业银行都有国际金融业务，国
际金融知识和理论的学习及国际金融业务操作的掌握急需好的《国际金融》教材。而且“国际金融”
是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专业的核心基础课程，也是金融管理与实务和投资理财专业的必修课，在教学
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一本好的《国际金融》教材对提升相关专业的教学质量至关重要，对于提高
专业人才的培养质量也极为关键。同时，根据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
见》中加强教材建设确保优质教材进课堂的要求，我们编写了这本教材。　　本书的编写特色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基础理论贯彻“实用为主、必需和够用为度”的原则。　　2.实践性强。教
材的编写突出“高职”特色，有大量的业务实例、案例分析、实训内容等，有利于学生实践能力的培
养和提高。　　3.针对性强。针对高职高专金融、国际金融、国际贸易等专业对国际金融基本理论、
基本技能的培养要求为出发点，对教学内容进行调整，使教材内容更能满足各专业教学的需要。　
　4.“以例释理”的编写风格。本书给出较多的实例，通过举例阐明概念，将基础理论融入大量的例
题解析中，通过为学生提供一定的学习情境，帮助学生吸收、消化理论知识。　　5.具有前瞻性。本
书紧密结合国际金融专业领域的最新发展趋势，并将实际业务操作中的新知识、新技术和新方法纳入
其中。　　6.突出能力培养。课后安排的技能训练以学生辨别能力、业务操作能力、分析解决问题能
力的训练和培养为目的，另外，复习思考主要侧重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本书由山西金
融职业学院副教授侯迎春博士担任第一主编，负责大纲的拟定和对全书的总篡定稿；山西金融职业学
院副教授赵书海主任担任第二主编，负责各章节的具体修订工作；王波和李安荣老师担任本书副主编
。各章具体的编写分工是：山西金融职业学院侯迎春编写第1章；山西金融职业学院赵书海编写第2章
；哈尔滨金融高等专科学校讲师李娟编写第3章；山西金融职业学院副教授李安荣编写第4章；山西省
财政税务专科学校讲师王波编写第5章；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讲师邹浩编写第6章；山西金融职
业学院助理讲师王桂丽编写第7章；山西金融职业学院讲师刘洁编写第8章；山西金融职业学院讲师王
小林编写第9章。　　实践教学在该书的教学中非常重要，所以教材中案例分析和实训设计等在本书
内容上占有一定比例。教学计划参考下表，各专业可以根据专业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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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实务》

内容概要

《国际金融实务》共9章内容，从教学认知的角度系统安排了各章知识，具体内容包括：国际收支与
国际收支平衡表、国际收支调节与国际储备、外汇与汇率、外汇市场与外汇交易、外汇风险与管理、
国际金融市场与国际融资、国际资本流动与国际债务、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机构。
在编写结构上突出理实一体化特点，每章由章前引例、学习目标、正文知识、案例分析示例、本章小
结、课后阅读和课后练习几部分组成。其中正文中穿插知识链接、小资料等内容帮助读者更深入地掌
握重点知识；课后练习安排技能训练和复习思考两部分，通过设计多种题型，来训练学生的实际操作
能力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国际金融实务》可作为高职高专财经类各专业，特别是金融专业、国际金融专业和国际贸易专业的
教材，也可作为金融证券和其他金融机构管理人员的学习参考用书。

Page 3



《国际金融实务》

书籍目录

第1章　国际收支与国际收支平衡表　1.1　国际收支及其经济意义　　1.1.1　国际收支概述　　1.1.2　
国际收支与宏观经济　1.2　国际收支平衡表　　1.2.1　国际收支平衡表的概念　　1.2.2　国际收支平
衡表的编制原理和记账规则　　1.2.3　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内容详解　　1.2.4　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记账
实例　　1.2.5　对国际收支平衡表进行分析　本章小结　课后练习第2章　国际收支失衡的调节与国际
储备　2.1　国际收支失衡概述　　2.1.1　国际收支失衡的含义　　2.1.2　国际收支失衡的类型　
　2.1.3　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　　2.1.4　国际收支失衡的影响　2.2　国际收支失衡的调节　　2.2.1　
国际收支的自动调节机制　　2.2.2　国际收支失衡的政策调节　2.3　国际储备　　2.3.1　国际储备概
述　　2.3.2　国际储备的构成　　2.3.3　国际储备的来源　　2.3.4　国际储备管理　本章小结　课后
练习第3章　外汇与汇率　3.1　外汇与汇率概述　　3.1.1　外汇　　3.1.2　汇率　3.2　汇率的决定与
汇率决定理论　　3.2.1　金本位制度下汇率的决定与变动　　3.2.2　纸币本位制度下汇率的决定与变
动　　3.2.3　汇率决定理论　3.3　汇率变动及其影响　　3.3.1　影响汇率变动的主要因素　　3.3.2　
汇率变动对经济的影响　本章小结　课后练习第4章　外汇市场与外汇交易　4.1　外汇市场　　4.1.1
　外汇市场的概念和特征　　4.1.2　外汇市场的构成　　4.1.3　外汇市场的种类　　4.1.4　外汇市场
的主要功能　4.2　外汇交易　　4.2.1　外汇交易概述　　4.2.2　即期外汇交易　　4.2.3　远期外汇交
易　　4.2.4　套汇和套利交易　　4.2.5　外汇期货交易　　4.2.6　外汇期权交易　　4.2.7　外汇掉期
交易　本章小结　课后练习第5章　外汇风险与外汇风险管理　5.1　外汇风险概述　　5.1.1　外汇风
险的概念及构成　　5.1.2　外汇风险的类型及成因　5.2　外汇风险管理　　5.2.1　外汇风险管理的原
则　　5.2.2　外汇风险管理的策略　　5.2.3　外汇风险管理的方法　本章小结　课后练习第6章　国际
金融市场与国际融资　6.1　国际金融市场　　6.1.1　国际金融市场概述　　6.1.2　国际货币市场　
　6.1.3　国际资本市场　　6.1.4　国际黄金市场　6.2　国际融资　　6.2.1　国际融资的概念和分类　
　6.2.2　国际证券融资　　6.2.3　国际借贷融资　　6.2.4　国际项目融资　　6.2.5　国际融资租赁　
　6.2.6　出口信贷　本章小结　课后练习第7章　国际资本流动与国际债务　7.1　国际资本流动　
　7.1.1　国际资本流动的含义　　7.1.2　国际资本流动的分类　　7.1.3　国际资本流动的根本原因　
　7.1.4　国际资本流动的作用　7.2　国际债务　　7.2.1　国际债务概述　　7.2.2　国际债务规模适度
管理和监测指标　　7.2.3　国际债务结构管理　　7.2.4　国际债务危机的形成原因　　7.2.5　债务危
机的解决方案　7.3　国际金融危机　　7.3.1　国际金融危机的概念和类型　　7.3.2　国际金融危机的
原因　　7.3.3　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和防范　本章小结　课后练习第8章　国际货币制度　8.1　国际
货币制度概述　　8.1.1　国际货币制度的含义与内容　　8.1.2　国际货币制度的作用　　8.1.3　国际
货币制度的演进　8.2　国际金本位制度　　8.2.1　国际金本位制度的类型　　8.2.2　国际金本位制度
的崩溃　8.3　布雷顿森林货币制度　　8.3.1　布雷顿森林货币制度的建立　　8.3.2　布雷顿森林货币
制度的主要内容　　8.3.3　布雷顿森林货币制度的特点与作用　　8.3.4　布雷顿森林货币制度崩溃
　8.4　牙买加货币制度和区域货币一体化　　8.4.1　牙买加货币制度概述　　8.4.2　牙买加货币制度
的特点和作用　　8.4.3　区域货币一体化概述　本章小结　课后练习第9章　国际金融机构　9.1　世
界银行集团　　9.1.1　世界银行概述　　9.1.2　国际开发协会　　9.1.3　国际金融公司　　9.1.4　其
他机构　9.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9.2.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概述　　9.2.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
金来源　　9.2.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业务活动　　9.2.4　中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关系　9.3　其
他国际金融机构　　9.3.1　国际清算银行　　9.3.2　其他区域性金融组织　本章小结　课后练习参考
文献

Page 4



《国际金融实务》

章节摘录

　　（3）按外币的形态分为外汇现钞和外币现汇。外汇现钞是指外国钞票、铸币，外汇现钞主要由
境外携入。外币现汇是指在货币发行国本土银行的存款账户中的自由外汇，外币现汇主要由国外汇人
，或由境外携入、寄入的以外币表示的经银行托收的票据。各种外汇的标的物，一般只有转换为货币
发行国本土的银行的存款账户中的存款货币，即现汇后，才能进行实际上的对外国际结算。　　（4
）根据外汇来源和用途分为贸易外汇和非贸易外汇。贸易外汇是指由商品进出口及其从属费用（主要
包括与商品进出口直接关联的运费和保险金等）引起收付的外汇。非贸易外汇则是指非贸易业务引起
收付的外汇，例如捐赠、留学、劳务合作和资本流动等方面的外汇收支。4.外汇的作用　　外汇是国
际间经济交流必不可少的工具，是国际结算的支付手段，对国际间经济贸易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1）外汇转移了国际间的购买力。由于各国的货币制度不同，国与国之间使用的货币不同，一国
货币不能在其他国家内流通，所以不同国家间的购买力转移只能使用国际间共同确认的黄金来实现。
然而黄金作为清偿国际间债务的手段，因其自身的弊端给交易带来诸多不便。外汇的出现解决了这一
难题，外汇是用一种货币兑换成另一种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使货币购买力在不同国家内的流通变为
现实，从而促进了各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交往。　　（2）外汇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外汇是
国际间债权、债务清偿的工具，使用这种工具结算，不仅减少了运送黄金或现钞的费用，防范了风险
，而且加速了资金周转。特别是汇票等各种外汇信用工具的使用，使进出口商的信用增加，资金的融
通范围扩大，使得国际间的结算安全、迅速和便利，从而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　　（3）外汇调
节资金在国际间流动，促进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不同，资金富足程度情况也就不同
，在客观上存在着调剂资金的必要。一般来说，资金比较匮乏的发展中国家需要外汇资金来加速其经
济发展，而发达国家一般拥有大量的闲置资金，正在寻找投资的途径以求更多的获利。外汇使资本的
国际化成为可能，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建立跨国公司等形式，将其资本进行国际化的投资，支持发展中
国家的经济建设，从而加速世界经济的均衡发展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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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实务》

编辑推荐

　　《国际金融实务》特色　　实用性——知识以应用为主，在重点知识说透的基础上，结合生活实
际。以案例解析与实训题相结合实现知识与技能的有机结合，突出知识运用的可操性。　　先进性—
—摈弃了过时的或错误的内容，《国际金融实务》注意将将国际金融专业领域的发展趋势及实际业务
操作中的新知识、新技术和新方法纳入其中。　　新颖性——“以例释理”的编写风格，《国际金融
实务》给出较多的实例，通过举例阐明概念，将基础理论融入大量的例题中，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消
化、吸收理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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