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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金融学》

前言

货币金融活动是随着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类经济活动。金融是现代经济活
动的核心，是货币流通与经济运行中信用活动的总称。简单来说，金融就是资金融通，而货币及各类
金融工具是资金融通活动中的主要载体，货币通过发挥其度量、核算、媒介、支付和储藏价值等功能
，实现资源的跨期调配。为国民经济的资金循环提供资金融通服务是货币金融活动产生的出发点，更
是货币金融活动得以发展的动力源泉。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市场经济有着各自不同的形成发展特点和
历史环境，本书以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为切入点，以市场经济理论为基础，围绕货币金融的重点内容
，以“货币与货币制度—信用与利率—银行等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各种金融产品和金融业务—金融创
新与金融监管—宏观经济的金融货币政策调控”为逻辑主线展开论述。    全书分成三篇共十章。“第
一篇货币金融理论篇”以货币、信用、利率与现代微观金融理论为主要内容，阐述金融活动及其在现
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分析货币的本质及其职能的发挥条件，基于历史发展观的视角，分析货币制度
的演变背景和过程；分析信用本质及其在金融活动和现代经济中的作用；研究利率的本质内涵与利率
行为，分析不同的利率理论对金融产品定价和金融活动的影响；现代微观金融理论的讨论揭示了金融
理论随着金融实践需求不断发展的轨迹，反映出人们在解决各种金融实务的利益一风险均衡问题中对
金融的认知和理解的不断深入。“第二篇货币金融实务篇”以开展金融活动的中介机构和交易场所为
研究对象，分析在金融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金融中介机构的特征、运行及其对金融活动的作用；完
整描述了各类金融市场的特点、功能及发展。“第三篇货币金融政策篇”是对金融活动的深层次思考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对隐藏在金融活动背后的经济学原理加以深刻阐述；将金融研究拓展到一个开
放经济的框架之下，对在金融活动向外延伸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理论作启发性的介绍和讨论。这三篇
之问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构成了货币金融学的有机整体。第一篇货币金融理论作为研究第二篇货币
金融实务具体金融活动和工具的基础知识，以及作为第三篇货币金融政策的理论指导；第二篇的金融
实务的发展和创新为第一篇货币金融理论发展轨迹提供了线索和内在动力；第三篇货币金融政策正是
基于第一篇的金融理论来设计解决金融实务中所产生的各种矛盾、失衡等问题。    笔者从事面向非金
融专业的各类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的金融学专业课的教学工作近20年，主要采用国内财经类大学的相
关金融教材，同时吸收国际知名大学的金融领域经典教材。在美国北科罗拉多大学(UNC)和日本久留
米大学从事金融领域访学交流期间，学习了国外大学金融相关课程的内容设置和知识拓展方式，并将
这些教学理论与实践经验体现于本教材中，给学生构建完备的金融知识体系，同时掌握金融问题的分
析路径和方法。本教材具体特点表现为：    1．掌握基本的分析方法。本教材通过构建货币金融理论、
银行等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金融监管与政策调控的完整框架，基于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分析货币在
经济中的作用、资产价格决定、金融市场结构、银行经营管理、金融监管和调控等问题。重点运用经
济学基本概念，包括均衡概念、需求一供给理论解释金融行为、利润最大化的市场原则、交易成本和
信息不对称理论解释金融结构、宏观经济的总需求一总供给分析货币均衡模型等。由此所构建的统一
分析框架使得学生在面对变化的金融实务时，能够把握分析金融问题的基本方法和路径，培养其自我
更新知识的能力。    2．多源信息资源加深理解。为了帮助学生理解和应用教材提供的统一分析框架，
本教材采用专题研究、案例研究和拓展阅读等方式，一方面充分介绍了理论工作者在相关金融问题上
的理论思想和实证研究结论，将支持和质疑被讨论主题的各种代表性实证研究证据展现给学生，让学
生学会科学的理论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大量引用金融事件的实例和经济数据，让学生形成自己的分析
方法和结论。让学生学会理性分析经济学理论在实践中应用的结果，理性分析货币政策当局出台的各
种政策的科学性，分析在当前环境下是否还有政策优化的空间。    3．课外学习平台提升应用能力。为
了让学生将在课本中所学的金融知识更好地运用于实践，学会解读重要专业刊物上的金融新闻，随时
了解金融活动的最新动态及专业评析，本教材给学生推荐了重要的金融资讯官方网站和专业网站，以
供学生利用网站平台充实课外学习内容并提高学习效率。这些网站中有大量的第一手数据资料，是学
生分析金融问题的主要素材。网站上也会提供大量的金融政策法规，以及披露金融监督检查结果，为
学生理解金融政策的调整意图、分析政策的实施效果以及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问题的治理措施，提供
了官方的信息来源渠道。专业网站上还提供专业人士的研究报告和咨询报告，这些报告为学生掌握金
融问题的科学研究方法提供了范本，也给学生自主研究提供了求证和检验的样本。    本书可作为高等
院校学术型研究生、MBA、MPA及各类专业硕士研究生的金融专业课程教材。本书的三篇内容相对独
立，在章节安排上由浅人深，可供高等院校非金融专业本科生全面掌握金融知识使用。也可供高等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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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金融学》

校经管类其他专业师生及相关人员学习货币金融知识时选用。    本书共三篇十章，第一篇和第三篇的
作者是张晨教授，第二篇的作者为王丽娜博士，全书由张晨教授总纂定稿，合肥工业大学管理学院的
研究生梁宏莉、梅孙华、吴电云同学分别在第一篇、第二篇和第三篇的内容撰写中投人大量的基础性
工作，赵冠同学在全书校对和绘图工作中提供大量帮助。本书撰写得到合肥工业大学研究生培养质量
工程精品课程建设重点项目(YJC2009202)的支持，得到经济学院院长朱卫东教授的选题指导和立项支
持，管理学院的赵惠芳教授、姚禄仕教授在本书定稿过程中给予有益的指导，在此向他们表示诚挚感
谢。    张展    2012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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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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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晨，合肥工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自1994年以来，一直专注于货币金融
领域的教学和研究，面向研究生和本科生讲授“货币银行学”、“金融学”、“金融理论与货币政策
”和“金融市场与金融工具”等课程。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专项研究计划、安徽省自
然科学基金和安徽省软科学计划项目等十余项，将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理论和方法运用于金融风险的控
制研究。先后在日本久留米大学商学部、美国北科罗拉多大学（UNC）商学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
院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做访问学者和台作研修，在国内外知名期刊发表相关学术论文四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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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货币金融理论篇 第一章货币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第一节金融与市场经济的资本循环 第二节
研究货币金融对市场经济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第二章货币与货币制度 第一节货币的产生与发展 第二节
货币的本质与职能 第三节货币制度的演进和理论发展 （专题2－1）电子货币与“云金融” （专题2
－2）香港地区的货币发行制度 （专题2－3）区域货币体系的发展 参考文献 第三章信用与利率 第一节
信用 第二节利息与利息率 （专题3－1）中国的国家信用发展 （拓展阅读）18名荷兰人演绎出一则震
动欧洲的 诚信故事 （拓展阅读）西方经济学派对国家信用的认识 （拓展阅读）信用评级 参考文献 第
四章现代微观金融理论 第一节有效市场理论 第二节资产组合理论 第三节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第四节套
利定价理论 第五节现代微观金融理论的发展 参考文献 第二篇货币金融实务篇 第五章金融中介机构和
商业银行 第一节金融中介机构体系 第二节金融中介机构的经营模式 第三节商业银行 （专题5－1）中
国旧式金融组织——山西票号 （专题5－2）欧美债务危机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信贷工具 （案例5－1
）中国银行的风险管理 参考文献 第六章金融市场 第一节货币市场 第二节资本市场 第三节外汇市场 第
四节保险市场 第五节信托与租赁市场 （专题6－1）美国资本市场介绍 （拓展阅读）我国同业拆借市
场发展 （拓展阅读）我国证券回购市场的发展 （拓展阅读）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 （拓展阅读）人民
币汇率的形成 参考文献 第七章金融创新 第一节金融创新概述 第二节金融工具创新 第三节金融市场创
新 第四节金融制度创新 （专题7－1）后危机时代金融衍生品发展展望 （专题7－2）离岸金融中心的
运行模式 （案例7－1）新加坡离岸金融中心的发展 （案例7－2）美国银行业外部组织结构创新 （拓
展阅读）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 参考文献 第三篇货币金融政策篇 第八章中央银行 第一节中央银
行的产生 第二节中央银行的性质、职能和结构 第三节中央银行的业务 第四节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 （
专题8－1）中央银行独立性与经济稳健发展的关系研究 （专题8－2）次贷危机促使欧美中央银行金融
监管权的扩大 （拓展阅读）中国中央银行的产生与发展 （拓展阅读）世界主要的中央银行网站 参考
文献 第九章货币供求均衡理论与实践 第一节货币供求均衡理论 第二节货币供求失衡问题 参考文献 第
十章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体系 第一节货币政策目标 第二节货币政策工具 第三节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
论 第四节货币政策的效应理论 第五节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 （专题10－1）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
工具作用力的影响 （专题10－2）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专题10－3）金融危机后的中国和美国的
货币政策比较 （专题10－4）后危机时期我国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 （案例10－1）中国人民银
行的货币政策工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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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四、信用的基本要素 （一）信用主体 信用作为特定的经济交易行为，首先要有行
为的主体，即信用行为双方当事人，具有各种民事行为能力的经济主体（包括法人和自然人）。其中
转移资产的一方为授信人，而接受资产转移的一方则为受信人。授信人通过授信取得一定的权利，即
在一定时间内向受信人收回一定量货币和其他资产与服务的权利，而受信人则有偿还的义务。 （二）
信用客体 作为信用这种经济交易行为的被交易的对象，信用客体就是授信方的资产，它可以是有形的
（商品或货币形式），也可以是无形的（服务形式）。 （三）信用内容 授信人以自身的资产为依据
授予对方信用，受信人则以自身的承诺为保证取得别人的信用。在信用交易行为发生的过程中，授信
人取得一种权利（债权），受信人承担一种义务（债务），具有权利和义务关系是信用的内容，是信
用的基本要素。 （四）时间间隔 信用行为与一般的交易行为不同，它是在一定的期限内，以偿还为
条件的价值单方面转移。在价值的单方面转移期间，信用行为主体维系着债权债务关系，才有了信用
关系的内容。没有时间间隔，信用就没有栖身之地。 （五）信用流通工具 信用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关
系，需要表现在一定的载体上（如商业票据、股票、债券等），这种载体被称为信用流通工具。信用
工具是指用来证明债权债务关系的书面凭证，是各种信用关系的反映并为其服务。信用工具的一般特
征是： （1）偿还性。商业票据和债券等债权债务型信用工具（debt securities），一般都载明债务的偿
还期限，债权人可以按信用工具上所记载的偿还期限按时收回其债权金额。 （2）可转让性，即流动
性，是指信用工具可以在金融市场上买卖。信用工具的所有者可以随时将持有的信用工具卖出而收回
其投放在信用工具上的资金。 （3）收益性。信用工具能定期或不定期地给其持有者带来收益。其收
益有两种：一种为固定收益，如债券或存单在票面上记载了利息率，投资人按规定利息率得到固定收
益。另一种是不固定收益（或即期收益），即按市场价格出卖时所获得的收益，如股票交易的收益。
金融工具收益性的大小，是通过收益率来衡量的，其具体指标有名义收益率、当期收益率、到期收益
率、持有期收益率等。 名义收益率又叫票面收益率，是金融资产票面收益与票面额的比率。例如某种
债券面值100元，10年偿还期，年息6元，则该债券的名义收益率就是6%。 当期收益率是债券的年息除
以债券当前的市场价格所计算出的收益率，当期收益率＝票面收益／当期市场价格。它并没有考虑债
券投资所获得的资本利得或是损失，只在衡量债券某一期间所获得的现金收入相较于债券价格的收益
率。如某种债券面值100元，10年偿还期，年息6元，某投资人以95元的市场价格购入，则他的当期收
益率为6.32%（6／95）。 到期收益率又称最终收益率，相当于投资者按照当前市场价格购买并且一直
持有到期时可以获得的年平均收益率。由计算公式①整理得到公式②。公式①表明，到期收益率是用
资本利得或损失调增或调减当期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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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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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老师自己编的书，上课拿来当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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