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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货币银行学是研究货币与金融体系的运行机制，以及货币运行与经济运行之间关系的一门应用经
济学科。
它是经济类各专业的核心课程，更是金融专业的主干课程，在整个专业课程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
位。
　　本书是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五”规划国家级教材，适用于高职高专金融学专业。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我们坚持从高职高专人才培养要求出发，按照“基础理论教学要以应用为目的，
以必需、够用为度”的原则，科学合理地处理学科内容与教学时数、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理论与实
践、继承与发展等四者之间的关系，力图使本书成为一本符合21世纪高职高专教学实际需要，先进实
用、特色鲜明的教材。
在编写中我们特别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牢牢把握一个基础：市场经济。
现代经济是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
商品是货币的前身。
货币起源于商品，并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而发展，反过来它又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
无论是货币的起源、本质与职能，还是货币流通与货币制度，都与商品有关，与市场有联系；货币的
借贷产生信用，信用发展产生银行，银行发展又推动货币信用制度的前进。
而这一切又都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
本书力求从商品出发，紧紧联系市场经济，并从中把握货币、金融运行及其规律。
　　第二，紧紧抓住两个联系：货币与信用的联系、金融与经济的联系。
在当代信用货币流通的条件下，货币流通与信用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两者的联系是贯穿全课程的一条主线，用这条主线把课程的内容串连起来，就能把握住本课程的主要
脉络：商品→货币→信用→银行（创造信用货币）。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它既是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推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既不能片面强调经济对金融的制约作用，也不能过度夸大金融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两者密切联系，互相促进。
一方有问题都会阻碍另一方的发展。
为此，在编写本书时，我们始终注意联系实际，把握它们之间的关系。
　　第三，突出掌握三个重点：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货币银行学》作为金融专业基础理论课程，与专业课程之间的关系是“先行与后续”的关系，它是
专业课的基础。
《货币银行学》课程教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后续课程“扫清路障，打实基础”。
因此，我们在编写过程中突出要求学生重点掌握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阐述。
同时，还借鉴西方货币银行学中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使用了一些模型和图表，以便培养学生运用定
量分析、图表分析等基本技能。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现代经济金融制度为背景，以货币运行及调控为主线，系统地
阐释了现代信用货币制度、资金融通、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体系和货币供求、货币政策、通货膨胀与
通货紧缩等货币运行调控机制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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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货币银行学（高职高专教育）》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主要内容包括货币与货币制度、信用与信用制度、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体系、商业银行、中央银行、
国际金融、货币供求与货币政策、通货币膨胀与通货紧缩、金融创新与金融发展等，共十章。
《货币银行学（高职高专教育）》可作为高等职业院校、高等专科院校、成人高等院校、本科院校相
关专业学生学习用书，也可供五年制高职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及有关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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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第一节 通货膨胀的含义及测量第二节 通货膨胀的成因第三节 通货膨胀的危害及治理第四节 通货紧
缩第十章 金融创新与金融发展第一节 金融创新第二节 金融发展第三节 金融风险第四节 金融安全参考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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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中央银行产生的历史过程　　中央银行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
其间，中央银行基本上是经由两条渠道产生的：一是由信誉好、实力强的大银行逐步发展演变而成，
政府根据客观需要，不断赋予这家银行某些特权，从而使这家银行逐步具有了中央银行的某些性质并
最终发展成为中央银行；二是由政府出面直接组建中央银行。
　　从世界范围看，中央银行产生于17世纪后半期，而中央银行制度的形成则在19世纪初期。
最早设立的中央银行是1656年的瑞典银行。
直到1913年美国建立联邦储备体系为止，中央银行制度才基本建立，历时257年。
现将瑞典银行、英格兰银行和美国联邦储备体系三家比较典型的中央银行形成的历史作简要阐述。
　　（一）瑞典银行　　瑞典银行于1656年成立，原是私人创办的商业银行，1661年开始发行银行券
，是当时欧洲第一家发行银行券的银行。
1668年由政府出面将该行改组为国家银行，对国会负责。
然而直到1897年瑞典政府才通过法案将发行权集中于瑞典银行，瑞典银行发行的货币才成为法偿货币
。
这样，瑞典银行才演变成中央银行。
　　（二）英格兰银行　　英格兰银行设立于1694年，比瑞典银行虽然晚成立38年，但被资本主义国
家称之为近代中央银行的先驱。
它的设立在中央银行制度的发展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英格兰银行设立时最初的宗旨纯属替政府筹集经费，其交换条件是该行有权发行纸币。
1833年，英国议会通过法案，规定英格兰银行的纸币为全国唯一的法偿货币。
1844.年，英国议会再度修订银行条例，即《皮尔条例》。
该条例决定将英格兰银行机构分为发行部和业务部，将发行钞票和银行业务分开，从而奠定了现代中
央银行组织的模式。
而且该条例又限制其他商业银行发行纸币的数量，扩大了英格兰银行的货币发行权。
随着英格兰银行发行权的扩大加上该行与政府的密切关系，英格兰银行作为特殊银行的地位更加巩固
，许多商业银行把自己现金准备的一部分存入英格兰银行，作为交换和清算用途，英格兰银行成为英
国银行业的清算银行。
在英国的几次周期性经济金融危机中，英格兰银行充当银行的银行，对资金周转困难的银行提供贷款
，以免银行挤兑风潮的扩大导致整个银行业的崩溃，发挥了“最后贷款人”的作用。
这样，英格兰银行就逐步演变成英国的中央银行。
到19世纪后期，英格兰银行已成为中央银行的典范，为他国纷纷仿效。
1946年英国议会通过《英格兰银行法案》，使得该行正式成为国有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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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货币银行学（高职高专教育）》力求从商品出发，紧紧联系市场经济，并从中把握货币、金融
运行及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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