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货币金融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货币金融学》

13位ISBN编号：9787216058988

10位ISBN编号：7216058984

出版时间：2009-2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作者：许传华/杨学东 主编

页数：28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货币金融学》

前言

　　《货币金融学》是研究货币、信用和银行的基本理论、货币和金融体系的运行机制以及金融运行
与经济运行相互关系的一门课程。该课程作为经济金融类专业及相关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代表了该
专业最核心的教学内容要求和最基本的专业人才培养规格。　　本书对货币金融学理论体系进行了大
胆探索与创新，重构了具有一定特色的货币金融学学科总体框架。全书共十三章，在体系上可分为五
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二、三章，是全书的基础部分，阐述货币与货币制度、信用及利率的基本
理论和有关知识；第二部分是第四、五、六、七章，主要是对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体系进行理论概括
，并介绍现代金融领域的新业务、新工具和新技能；第三部分是第八、九、十章，从宏观金融的角度
阐述货币运行和调控机制的基本状况，介绍了货币需求、货币供给、货币政策的理论知识，分析了通
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经济现象；第四部分是第十一章，主要介绍了国际金融方面的理论知识；第五部
分是第十二、十三章，对金融风险、金融监管和金融发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内容作了综合分析。本书
在编写过程中，参阅了国内外大量货币金融学方面的专著、教材及其他参考书，充分借鉴了同类教材
的经验，吸收了货币金融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考虑了教学对象的特点，是一部实用性很强的教材。
可以说，本书在结构上既注重金融运行的微观化和市场化，又注重金融控制的整体化和制度化。该课
程教学坚持突出系统性、务实性、新颖性、相关性、适度性等特征，使学生在掌握货币金融学基础理
论知识的同时，加深对金融实务知识的理解，提高对金融宏观调控的理解和分析能力，拓展金融学科
知识。　　本书由许传华、杨学东担任主编。各章节的执笔者是：第一章、第六章，许传华；第二章
、第五章、第十一章，杨学东；第三章、第八章，熊劫；第四章、第七章、第十章，王瑞华；第九章
，张远为；第十二章，杨雪莱；第十三章，林江鹏。　　本书适合于作为我国高等院校金融学和经济
学有关专业的货币金融学课程教材，也可以作为从事银行、证券、保险和其他金融机构工作，以及在
经济管理部门工作的人士参考。　　尽管我们做了很大的努力，反复对书稿进行讨论、提炼和修改，
但限于水平和能力，难免仍有不当甚至错误之处，恳请同行和读者批评指正，以便不断完善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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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金融学》

内容概要

《货币金融学》是研究货币、信用和银行的基本理论、货币和金融体系的运行机制以及金融运行与经
济运行相互关系的一门课程。该课程作为经济金融类专业及相关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代表了该专业
最核心的教学内容要求和最基本的专业人才培养规格。
《货币金融学》对货币金融学理论体系进行了大胆探索与创新，重构了具有一定特色的货币金融学学
科总体框架。全书共十三章，在体系上可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二、三章，是全书的基础
部分，阐述货币与货币制度、信用及利率的基本理论和有关知识；第二部分是第四、五、六、七章，
主要是对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体系进行理论概括，并介绍现代金融领域的新业务、新工具和新技能；
第三部分是第八、九、十章，从宏观金融的角度阐述货币运行和调控机制的基本状况，介绍了货币需
求、货币供给、货币政策的理论知识，分析了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经济现象；第四部分是第十一章
，主要介绍了国际金融方面的理论知识；第五部分是第十二、十三章，对金融风险、金融监管和金融
发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内容作了综合分析。《货币金融学》在编写过程中，参阅了国内外大量货币金
融学方面的专著、教材及其他参考书，充分借鉴了同类教材的经验，吸收了货币金融理论的最新研究
成果，考虑了教学对象的特点，是一部实用性很强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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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金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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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金融学》

章节摘录

　　第一章　货币与货币制度　　第一节　货币的产生与发展　　一、货币的起源　　19世纪40年代
，马克思在西方经济学家对货币的起源问题进行了三四百年的探索的基础之上，第一次对货币起源问
题进行了理论阐明。马克思是从商品和商品交换着手进行分析的。在远古的原始共同体中，人们的劳
动是直接根据整个共同体的需要并在共同体的统一指挥下进行的，劳动产品则归整个共同体所有，并
由共同体统一分配，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既没有商品，也不存在货币。原始社会的末期，生产力的发
展和剩余产品的出现促进了私有制的产生，促进了社会分工的形成。私有制使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都
归私人所有；社会分工使不同的劳动者生产不同的劳动产品。私有制和社会分工导致了生产与消费之
间的矛盾：所有的商品生产者的产品都不会无偿提供给别人，所以劳动者除了自己生产的产品以外无
法得到其他产品，而每个劳动者的产品需求又是多元化的，这种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私人
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是私有制经济的必然产物。解决矛盾的方法只能是进行产品交换，也就
是商品交换。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中，早期的交换采取了直接物物交换的形式，即人们在交换的过
程中以自己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去直接换取自己所需要的他人所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在这个阶段，
人们的交换方式非常简单，买卖双方以物易物，同时完成买卖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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