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中公金融人经济·金融·会计-》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2013中公金融人经济·金融·会计-全国银行系统招聘考试》

13位ISBN编号：9787504744104

10位ISBN编号：7504744107

出版时间：2012-10

出版社：中国财富出版社

作者：全国银行系统招聘考试编写组 编

页数：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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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中公金融人经济·金融·会计-》

内容概要

Page 2



《2013中公金融人经济·金融·会计-》

书籍目录

第一篇　经济第一章 微观经济学第一节　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第二节　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第三节　消
费者行为理论第四节　生产者行为理论第五节　市场理论第六节　不完全竞争市场第七节　要素理论
与收入分配理论第二章 宏观经济学第一节　国民收入核算第二节　简单国民收入决定模型第三节　产
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一般均衡第四节　宏观经济政策第五节　总需求和总供给分析第三章　政治经济
学第一节　商品与货币第二节　资本与剩余价值第三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二篇　金融基础知识第
一章 货币与货币制度第一节　货币第二节　货币制度第二章　信用、利息与利息率第一节　信用和信
用工具第二节　利息与利率第三章　金融市场第一节　金融市场概述第二节　货币市场第三节　资本
市场第四节　证券投资基金、黄金和外汇市场第五节　金融市场创新与金融市场全球化第四章　金融
机构体系第一节　中央银行第二节　商业银行第三节　专业性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第四节　国际金
融机构体系第五章 货币政策第一节　货币政策目标第二节　货币政策工具第三节　货币政策的运用第
六章 货币供求均衡第一节　货币需求第二节　货币供给第三节　货币均衡与社会总供求第七章 失业
、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第一节　失业第二节　通货膨胀第三节　通货紧缩第八章　 国际金融第一节　
外汇与汇率第二节　国际收支与国际储备第三篇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第一章　 商业银行导论第一节　
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第二节　商业银行的组织结构和政府对银行业的监管第二章　 商业银行财务报表
分析与绩效评价第一节　商业银行财务报表第二节　商业银行绩效评价第三章　 资本业务经营与管理
第一节　商业银行资本概述第二节　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与巴塞尔协议第四章　 负债业务经营与管理
第五章　 资产业务经营与管理第一节　现金业务经营与管理第二节　证券投资业务经营与管理第三节
　贷款业务经营与管理第六章　 中间业务经营与管理第一节　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概述第二节　传统中
间业务经营与管理第三节　表外业务经营与管理第七章　 资产负债管理理论及方法第一节　商业银行
资产负债管理理论第二节　资产负债管理的方法第八章　 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第一节　商业
银行风险管理第二节　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和内部稽核第四篇　会计第一章　 总论第一节 会计的概念
、特点及职能第二节 会计计量属性第三节 会计核算的前提和要求第二章 会计账户和借贷记账法第一
节 会计等式和会计账户第二节　 借贷记账法第三章 会计凭证第一节 会计凭证概述第二节 原始凭证与
记账凭证第三节 会计凭证的传递与保管第四章 会计账簿第一节 会计账簿概述第二节　 会计账簿的设
置与登记方法第三节　 对账与结账第四节 错账的查找与更正第五节 会计账簿的更换与保管第五章 财
务会计报告第一节 财务会计报告的种类第二节 资产负债表第三节　 利润表第四节 现金流量表第五节 
会计报表附注第六章 账务处理与财产清查第一节 账务处理程序的意义、设计要求和种类第二节　 各
种账务处理程序第三节 财产清查的内容与方法第七章 银行会计核算第一节　 银行会计核算的理论基
础第二节　 银行会计核算的基本方法第三节　 商业银行主要业务的会计处理第八章 金融机构往来的
核算第一节　 商业银行与人民银行往来业务的核算第二节 商业银行之间往来业务的核算第九章 会计
年度决算第一节 会计年度决算前的准备工作第二节 会计决算日的工作中公教育&middot;银行招聘辅导
简章中公教育&middot;全国分校一览表

Page 3



《2013中公金融人经济·金融·会计-》

章节摘录

　　需求和需求的变动　　（1）需求的定义及需求曲线　　需求是指在某一特定时期内，对应于某
一商品的各种价格，人们愿意而且能够购买的数量。需求涉及两个变量：商品的价格以及与该价格相
对应的购买数量。需求不同于欲望。需求以人们的货币购买力为前提，是有支付能力的需要。仅有意
愿购买而没有支付能力的主观需要，则是欲望。　　需求曲线是根据不同的价格&mdash;需求量的组
合在平面坐标图上所绘制的一条曲线。需求曲线可以是曲线形的，也可以是直线型的。在微观经济分
析中，为了简化分析过程，在不影响结论的前提下，大多用线性需求函数。线性需求函数的通常形式
为：Qd=&alpha;-&beta;P，其中，&alpha;、&beta;为常数，且&alpha;、&beta;＞0。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
斜，即它的斜率为负值，表示商品的价格和需求量之间成反方向变动的关系。　　（2）影响需求的
因素　　影响商品需求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以下五种因素属于基本因素。其他如气候、消费者人数、
时间等因素也可能影响商品的需求。　　①该商品的自身价格。一般来说，一种商品的价格越高，该
商品的需求量就会越小。相反，价格越低，需求量就会越大。　　②消费者的收入水平。一般来说，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者的收入越高，对商品的需求越多。相反，当消费者的收入水平下降
时，就会减少对商品的需求量。　　③替代品和互补品的价格。由于满足同一种需求会有多种商品可
供选择，当某种商品的价格上涨时，消费者可选择其他价格不变的替代商品，导致该商品的需求减少
；反之，导致替代商品的需求减少。互补商品中有某种商品的价格发生变化，也会对互补商品的需求
产生影响，如汽车和汽油，当汽车价格上涨时，需求会减少，从而导致汽油的需求减少。　　④消费
者的偏好。当消费者对某种商品的偏好程度增强时，对该商品的需求数量就会增加。相反，当偏好程
度减弱时，需求数量就会减少。　　⑤消费者对商品的价格预期。当消费者预期某种商品的价格在将
来某一时期会上升时，就会增加目前的需求，当消费者预期某商品的价格在将来某一时期会下降时，
就会减少对该商品的现期需求。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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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本书写的尤其不好，还不如一本通、综合知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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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第一篇  经济第一章  微观经济学■一、经济资源的稀缺性和经济学的产生1.经济资源的稀缺性与选
择行为经济资源的稀缺性是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基础性概念。在人类社会中，生产资源以及用它们
生产的产品总是既定的，而人类的欲望是无限的，由此便产生了稀缺性问题。这种稀缺性不是指物品
或资源绝对数量的多少，而是相对于人类的欲望的无限性来说的。正是因为稀缺性的客观存在，地球
上就存在着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类的欲望与需要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为了利用现有资源去生产“经济
物品”来更有效地满足人类欲望，就必然导致对将有限的经济资源去生产何种经济物品以及如何生产
进行选择的行为。2.基本的经济问题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何时生产，这四个问题被认为
是人类社会共有的基本经济问题，经济学正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产生的。解决这四大基本经济问题
，必须更好地协调人类对经济资源的选择行为，包括：第一，如何利用现有的经济资源；第二，如何
利用有限的时间；第三，如何选择满足欲望的方式；第四，在必要时如何牺牲某种欲望来满足另外一
些欲望。对经济问题的研究，现代经济学常通过一系列的模型来展开研究，常见的分析方法有静态分
析、比较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3.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理性人假定理性人的假定，是西方经济学在经
济分析和由此得出的经济理论关于人类经济行为的一个基本假定。西方经济学的诸多命题都是在一定
的假设条件上推演出来的。理性人假定包括经济活动的所有参与者（居民户、厂商和政府），他们都
充满智慧，既不会感情用事，也不会轻信盲从，而是精于判断和计算。理性人，也称作经济人，其行
为具有自利原则特征，即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生产要素所有者追求收入最大化，生产者追求利润
最大化，政府追求目标决策最优化。二、微观经济学及其研究对象微观经济学以单个经济单位（居民
户、厂商及单个产品市场）为考察对象，研究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以及相应的经济变量的单项
数值如何决定。它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消费者对各种产品的需求与生产者对产品的供给怎样决定
着每种产品的产销量和价格；二是消费者作为生产要素的供给者与生产者又作为生产要素的需求者怎
样决定着生产要素的使用量及价格。这涉及市场经济中价格机制的运行问题，它又称为市场均衡理论
或价格理论。微观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是论证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原理。三、资源配置与资源
利用1.资源配置为解决经济社会的四大基本问题，需要研究相对稀缺的经济资源（劳动、土地、资源
、企业家才能等）如何合理分配给各种不同用途，以生产出更多的满足人类欲望的“经济物品”，这
就是资源配置。它属于微观经济学范畴。2.资源利用在现实社会中，劳动者失业、生产设备和自然资
源闲置等是经常存在的状态。这说明，生产可能性边界所标定的产量只是充分就业的或者说潜在的国
民收入，而实际的国民收入往往小于它。研究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寻求改良这种状态的方法，从而
实现充分就业，使实际的国民收入接近或等于潜在的国民收入，这就是资源利用。它属于宏观经济学
范畴。■单项选择题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包括（    ）。A.生产什么、生产多少������B.怎样生产C.为谁生
产��������D.以上问题均正确【答案】D。■一、需求、供给和均衡价格1.需求和需求的变动（1）需求的定义
及需求曲线需求是指在某一特定时期内，对应于某一商品的各种价格，人们愿意而且能够购买的数量
。需求涉及两个变量：商品的价格以及与该价格相对应的购买数量。需求不同于欲望。需求以人们的
货币购买力为前提，是有支付能力的需要。仅有意愿购买而没有支付能力的主观需要，则是欲望。需
求曲线是根据不同的价格—需求量的组合在平面坐标图上所绘制的一条曲线。需求曲线可以是曲线形
的，也可以是直线型的。在微观经济分析中，为了简化分析过程，在不影响结论的前提下，大多用线
性需求函数。线性需求函数的通常形式为：Ｑd=α-βＰ，其中，α、β为常数，且α、β＞0。需求
曲线向右下方倾斜，即它的斜率为负值，表示商品的价格和需求量之间成反方向变动的关系。（2）
影响需求的因素影响商品需求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以下五种因素属于基本因素。其他如气候、消费者
人数、时间等因素也可能影响商品的需求。①该商品的自身价格。一般来说，一种商品的价格越高，
该商品的需求量就会越小。相反，价格越低，需求量就会越大。②消费者的收入水平。一般来说，在
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者的收入越高，对商品的需求越多。相反，当消费者的收入水平下降时
，就会减少对商品的需求量。③替代品和互补品的价格。由于满足同一种需求会有多种商品可供选择
，当某种商品的价格上涨时，消费者可选择其他价格不变的替代商品，导致该商品的需求减少；反之
，导致替代商品的需求减少。互补商品中有某种商品的价格发生变化，也会对互补商品的需求产生影
响，如汽车和汽油，当汽车价格上涨时，需求会减少，从而导致汽油的需求减少。④消费者的偏好。
当消费者对某种商品的偏好程度增强时，对该商品的需求数量就会增加。相反，当偏好程度减弱时，
需求数量就会减少。⑤消费者对商品的价格预期。当消费者预期某种商品的价格在将来某一时期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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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时，就会增加目前的需求，当消费者预期某商品的价格在将来某一时期会下降时，就会减少对该商
品的现期需求。（3）需求规律需求规律是指在影响需求的其他因素既定的条件下，商品的需求量与
其价格之间存在着反向的依存关系，即商品价格上升，需求量减少；商品价格下降，需求量增加。
（4）需求量的变动与需求的变动①需求量变动。需求量变动是指商品本身价格变动所引起的需求量
的变化。它在图形上表现为在一条既定的需求曲线上点的位置移动。②需求变动。需求变动是指当商
品本身的价格不变时，由于其他因素的变动引起的需求量的变化。它在图形上表现为整条需求曲线的
移动，右移表示需求增加，左移则表示需求减少。2.供给和供给的变动（1）供给的定义及供给曲线一
种商品的供给是指生产者在一定时期内在各种可能的价格下愿意而且能够提供出售的该种商品的数量
。商品的供给曲线是根据不同的价格—供给量的组合在平面坐标图上所绘制的一条曲线。如同需求曲
线一样，供给曲线可以是曲线形的，也可以是直线形的。在微观经济分析中，使用较多的是线性供给
函数，它的通常形式为：QS＝-δ＋γP，其中，δ、γ为常数，且δ、γ＞0。供给曲线表现出向右
上方倾斜的特征，即供给曲线的斜率为正值，表示商品的价格和供给量成同方向变化的规律。（2）
影响供给的因素影响商品供给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以下五种因素属于基本因素。其他如气候、厂商数
量、时间、生产成本及政府相关政策等因素也可能影响商品的供给。①商品自身的价格。一般来说，
一种商品的价格越高，生产者提供的产量就越大。相反，商品的价格越低，生产者提供的产量就越小
。②相关商品的价格。一般来说，甲、乙两种互补商品之间，甲商品的价格下跌会减少乙商品的供给
。而在甲、丙两种替代商品之间，甲商品的价格下跌则会使丙商品的供给增加，反之则减少。        ③
生产要素的价格。生产要素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商品的生产成本。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要素价格
上升，厂商利润减少，供给也会减少；反之则供给增加。④生产的技术水平。在一般情况下，生产技
术水平的提高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增加生产者的利润，从而使得商品的供给量增加。⑤生产者对未来
的预期。从生产者对未来的预期来看，如预期商品的价格会上涨，生产者往往会扩大生产，增加产量
供给；反之，则减少产量供给。（3）供给规律在影响供给的其他因素既定的条件下，商品的供给量
与其价格之间存在着正向依存关系，即商品价格上升，供给量增加；商品价格下降，供给量减少。
（4）供给量的变动与供给的变动①供给量变动。供给量变动是指商品本身价格变动所引起的供给量
的变化。它在图形上表现为在一条既定的供给曲线上点的位置移动。②供给变动。供给变动是指当商
品本身的价格不变时，由于其他因素的变动引起的供给量的变化。它在图形上表现为整条供给曲线的
移动，右移表示供给增加，左移则表示供给减少。3.均衡价格（1）均衡价格的决定一种商品的均衡价
格，是指该商品的市场需求量和市场供给量相等时的价格。在均衡价格水平下相等的供求数量被称为
均衡数量。市场上需求量和供给量相等的状态，也被称为市场出清。商品的均衡价格表现为商品市场
上需求和供给这两种相反的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是在市场的供求力量的自发调节下形成的。当市
场价格偏离均衡价格时，市场上会出现需求量和供给量不相等的非均衡的状态。一般来说，在市场机
制的作用下，这种供求不相等的非均衡状态会逐步消失，实际的市场价格会自动地恢复到均衡价格水
平。（2）供求变动对均衡价格的影响①需求变动的影响。在供给不变时，如果需求增加，则新的均
衡价格将上升，均衡产量将增加；反之，需求减少，则均衡价格下降，均衡产量减少。②供给变动的
影响。在需求不变时，如果供给增加，则新的均衡价格将下降，均衡产量将上升；反之，供给减少，
则均衡价格上升，均衡产量减少。③需求和供给同时变动的影响。需求和供给同时变动时，均衡价格
和均衡产量如何变化要由需求和供给的变动方向和程度决定。①在需求和供给同时增加时，均衡产量
增加，但均衡价格的变动不能确定；反之，均衡产量减少，但均衡价格的变动也不能确定。②需求增
加而供给减少时，均衡价格上升，均衡产量的变动不能确定；需求减少而供给增加时，均衡价格下降
，均衡产量也不能确定。（3）供求规律如果供给不变，需求增加使需求曲线向右上方移动，均衡价
格上升，均衡数量增加；需求减少使需求曲线向左下方移动，均衡价格下降，均衡数量减少。如果需
求不变，供给增加使供给曲线向右下方移动，均衡价格下降，均衡数量增加；供给减少使供给曲线向
左上方移动，均衡价格上升，均衡数量减少。二、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1.弹性的一般含义一般说来，
只要两个经济变量之间存在着函数关系，我们就可用弹性来表示因变量对自变量变化的反应的敏感程
度。在经济学中，弹性系数是指两个经济变量变动的百分比之比。设X为自变量，Y为因变量，E为弹
性系数，则：E＝Y变动的百分比/X变动的百分比＝（△Y/Y）/（△X/X）=（△Y/△X）·（X/Y）2.需
求的价格弹性（1）需求价格弹性的定义及分类需求的价格弹性表示在一定时期内一种商品的需求量
变动对于该商品的价格变动的反应程度。或者说，表示在一定时期内当一种商品的价格变化百分之一
时，所引起的该商品的需求量变化的百分比。其公式为：Ed＝需求量变动的百分比/价格变动的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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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Q/Q）/（△P/P）＝－（△Q/△P）（P/Q）    不同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是不同的，根据它
们的弹性系数绝对值的大小可分为以下五种类型：①需求完全无弹性。当∣Ed∣＝0时，需求完全无
弹性，无论价格怎样变动，需求量都不会变动。其需求曲线是与纵轴平行的一条垂线。这是一种现实
中罕见的情况，通常认为像棺材、火葬、特效药这样的商品或劳务接近于这一类商品。②需求弹性无
穷大。当∣Ed∣＝∞时，需求弹性无穷大，它表示在既定的价格水平上，需求量是无限的；而一旦高
于既定价格，需求量即为零，说明商品的需求变动对其价格变动异常敏感。其需求曲线是与横轴平行
的一条水平线，这也是一种现实中罕见的极端情况。③需求为单位弹性。当∣Ed∣＝1时，即需求是
单位弹性，它表示需求量与价格按同一比率发生变动，即价格每升降1%，需求量就相应递增1%。其
需求曲线为直角双曲线。这种情况在现实中也极罕见。④需求为缺乏弹性。当∣Ed∣&lt;1时，即需求
缺乏弹性，它表示需求量变动的比率小于价格变动的比率，即价格每升降1%，需求量变动的百分率小
于1%。生活必需品，如粮、油等大多属此类型。⑤需求为富于弹性。当∣Ed∣&gt;1时，即需求富于
弹性，它表示需求量变动的比率大于价格变动的比率，即价格每升降1%，需求量变动的百分率大
于1%。奢侈品和价格昂贵的享受性劳务多属于这类商品。（2）影响需求价格弹性的因素①消费者对
商品的需求强度。通常，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强度大且比较稳定，则需求弹性小，如生活必需品；对
商品的需求强度小且不稳定，则需求弹性大，如奢侈品。②商品的替代品数目和可替代程度。一般说
来，一种商品的替代品越多，可替代程度越高，其需求弹性就越大；反之，则需求弹性越小。③商品
用途的广泛性。一般而言，一种商品的用途越多，其需求弹性就越大；反之，则需求弹性越小。④时
间、地域差别、消费习惯、商品质量、售后服务等因素，也会影响需求的价格弹性。3.需求的收入弹
性需求的收入弹性是指一种商品的需求量对消费者收入变动的反应程度，是需求量变动的百分比与收
入变动的百分比之比。用Ｅm表示需求的收入弹性系数，用I和△I分别表示收入和收入的变动量，Q和
△Q表示需求量和需求量的变动量，公式为：Em＝需求量变动的百分比／收入变动的百分比＝（
△Q/Q）/（△I/I）＝（△Q/△I）·（I/Q）或Em＝（△Q/△I）·[（I1+I2）/（Q1+Q2）]当Em＝1时
，称为单位弹性；当Em＞1时，称为富有弹性；当Em＜1时，称为缺乏弹性。对于正常品来说，需求
的收入弹性大于零；对于劣等品来说，需求的收入弹性小于零。在正常品中，必需品的需求的收入弹
性小于1；而奢侈品的需求的收入弹性大于1。4.需求的交叉价格弹性需求的交叉价格弹性表示在一定
时期内一种商品的需求量的变动对于它的相关商品的价格的变动的反应程度。或者说，表示在一定时
期内当一种商品的价格变化百分之一时所引起的另一种商品的需求量变化的百分比。如果以X、Y代表
两种商品，用Exy代表X商品的需求量对Y商品的价格反应程度，则需求的交叉弹性公式为：Exy＝X商
品需求量变动的百分比/Y商品价格变动的百分比＝（△QX/QX）/ （△PY/PY）＝（△QX/△PY）·
（PY/QX）           需求的交叉弹性可以是正值，也可以是负值，它取决于商品间关系的性质，即两种商
品是互替商品还是互补商品。同时，商品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可通过交叉弹性来度量。如果两种商品
的需求交叉弹性为正值，其中一种商品的价格提高（降低）时，另一种商品的需求量随之增加（减少
），这两种存在替代关系的商品称为替代品。如果两种商品的需求交叉弹性为负值，其中一种商品的
价格提高（降低）时，另一种商品的需求量随之减少（增加），这两种存在互补关系的商品称为互补
品。一种商品的价格与它的替代品的需求量之间成同方向的变动，相应的需求的交叉价格弹性系数为
正值；一种商品的价格与它的互补品的需求量之间成反方向的变动，相应的需求的交叉价格弹性系数
为负值。若两种商品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则意味着其中任何一种商品的需求量都不会对另一种商品
的价格变动作出反应，相应的需求的交叉价格弹性系数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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