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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教材原名为《货币银行学》，于2000年8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后列为教育部&ldquo;面
向21世纪课程教材&rdquo;，2003年3月修订后更名为《金融学》。
从出版至今，深得有关高校和广大读者的厚爱和支持，已连续9次印刷，发行量达18万册。
为便于《金融学》教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又先后出版了与《金融学》主教材相配套的教学课件和《金
融学案例与分析》。
这既给了我们编写者以激励鼓舞，也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我们在认真反复讨论和吸取各地教学反馈意见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历时一年半的《金融学》修订工作。
　　《金融学》（第二版）在原有基础上，对总体框架、层次结构、具体内容和行文体例等又进行了
较大的修订，具体为：（1）框架、层次上更简练。
通过较大调整，教材由原来的7篇19章67节浓缩为12章49节，字数缩减为55万字。
（2）内容上更精练。
依据我国金融改革发展的需要和世情、国情、行情的变化，对原内容尽量做到去旧补新，对一些重复
和泛谈的材料尽量合并或删除，增加一些基础性、知识性、应用性、针对性强的内容，目的是使教材
更新更实。
（3）注重能力的培养。
本教材内容既全面又突出重点，坚持定性与定量、国内与国外、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使
读者在学习中既全方位又有重点，既有比较又有鉴别，从而提高自己的独立思考和科学分析能力。
（4）进一步增强了可读可考性。
本教材对每章名词解释和思考题重新进行了整理，做到尽量贴近教材内容且有重点；增加了有中英文
对照的名词术语以及索引，以便掌握。
另外，同时修订了原《金融学》相配套的教学课件和教学案例。
　　经修订后，《金融学》（第二版）在框架结构即章节的安排上注重以介绍金融基础理论和基本知
识为主线，以货币资金运动、信用活动并与之密切联系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为载体，以货币政策与
金融调控为主要手段，以深化金融改革、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为出发点和归宿点。
全书内容上下紧扣，层层推进，具有很强的逻辑联系。
具体如下：　　（1）货币作为金融的本源性要素，金融学首先要弄清和解决的是货币质和量的规定
性以及货币制度的演变问题，所以，《金融学》（第二版）的首章就安排了货币和货币制度的内容。
　　（2）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资金的运动必然要求&ldquo;时间上继起、空间上并存&rdquo;，
在活动领域和数量上呈现不断扩大趋势，这就需要依托信用，有了信用也才有利息。
应该说，信用和利息本应属同一范畴。
从银行角度出发，常将信用看作信贷，但是信贷主要是着重解决&ldquo;贷与不贷、贷多贷少、贷长贷
短&rdquo;的问题，而利息主要是通过利率的高低来调节国民经济，所以信用和利息又有其各自的特点
。
由此第二章就安排了有关信用、利息与利率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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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金融学（第2版）》是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对总体框架、具体内容等进行了较大的修订。
第二版以金融全球化以及加人WTO后中国的金融改革开放为背景，以介绍金融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为
主线，以货币资金运动、信用活动并与之密切联系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为载体，以货币政策与金融
调控为主要手段，以深化金融改革、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为出发点和归宿点。
全书共分12章，分别为：货币概述，信用、利息与利率，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商业银行，中央银行
，货币需求，货币供给，货币供求均衡，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货币政策调控，金融发展、金融监管
与金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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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一、金融含义的界定二、金融功能的变革三、现代金融业的定位四、金融学科的研究内容和
方法第一章 货币概述第一节 货币&ldquo;质&rdquo;的规定性第二节 货币&ldquo;量&rdquo;的规定性第
三节 货币的职能第四节 货币制度及其演变第二章 信用、利息与利率第一节 信用概述第二节 信用工具
第三节 利息和利率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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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金融市场第五节 国际金融市场第六节 现代金融市场理论第四章 金融机构第一节 金融机构概述第二节 
中国的金融机构第三节 国际金融机构第五章 商业银行第一节 商业银行概述第二节 商业银行业务第三
节 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第四节 中国商业银行的改革第六章 中央银行第一节 中央银行的产生和发展第
二节 中央银行的性质、职能和独立性问题第三节 中央银行的支付清算第七章 货币需求第一节 货币需
求概述第二节 货币需求理论第三节 货币需要量的测算第八章 货币供给第一节 货币供给及其理论第二
节 货币供给的形成机制第三节 货币供给的运行机制第四节 货币供给的决定机制第五节 货币供给的调
控机制第六节 货币供给与相关经济范畴的联系第九章 货币均衡第一节 货币均衡及其理论模型第二节 
货币失衡及其调整途径第三节 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货币均衡第十章 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第一节 通货膨
胀的一般理论第二节 通货膨胀的成因与治理第三节 通货紧缩的一般理论第四节 通货紧缩的成因与治
理第十一章 货币政策调控第一节 货币政策及其目标第二节 货币政策工具第三节 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和时滞第四节 货币政策有效性及其理论第五节 中国货币政策的实践第六节 开放条件下货币政策的国
际协调第十二章 金融发展、金融监管与金融安全第一节 金融发展理论第二节 金融压抑、金融深化与
金融约束第三节 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第四节 金融开放与金融安全附录 名词术语中英文对照及索引参
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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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世纪60年代以来，利率管制的诸多弊端越来越凸显，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逐渐取消利率管制
，实行利率市场化。
韩国、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也逐渐实行利率市场化。
　　从国际经验来看，利率市场化是个渐进改革的过程，不可采取一步到位全部取消利率管制的激进
方式。
如美国的利率市场化，是在专门成立的跨部门过渡性管理机构，即存款机构解除管制委员会领导下，
从酝酿到最终完成花了13年（1973&mdash;1986年），以大额可转让存单发行与交易为突破口，伴随着
诸多金融创新，采取了先存款利率后贷款利率的渐进式改革。
又如日本的利率市场化，前后也花了17年（1977一1994年）才最终完全放开利率管制，采取的是先国
债，后其他品种；先银行同业，后银行与客户；先长期利率，后短期利率；先大额交易，后小额交易
的渐进式过程。
　　2.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程　　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发挥市
场配置资源作用的重要内容，它有利于加强我国金融间接调控，完善金融机构自主经营机制和提高竞
争力。
　　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总体思路为：先放开货币市场利率和债券市场利率，再逐步推进存、贷款
利率的市场化，建立健全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利率形成机制，中央银行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市场
利率。
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我国利率市场化的突破口是放开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
相对我国票据市场和国债市场，我国同业拆借市场规模较大，同业拆借利率比贴现率、再贴现率和国
债利率对金融机构具有更重要的影响，同业拆借利率变动更能及时、可靠反映资金市场的变化情况。
因此，我国的利率市场化首先从放开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开始。
　　1996年6月1日，人民银行《关于取消同业拆借利率上限管理的通知》指出，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
利率由拆借双方根据市场资金供求自主确定。
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正式放开，标志着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正式开始。
　　（2）放开债券市场利率是推进我国利率市场化的重要步骤。
1997年6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下发了《关于银行间债券回购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决定利用全国统
一的同业拆借市场开办银行间债券回购业务，而且，银行间债券回购利率和现券交易价格同步放开，
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鉴于银行间拆借、债券回购利率和现券交易利率已实现市场化，1998年9月，政策性银行金融债券
发行利率实行了市场化。
1999年9月，国债发行利率市场化取得突破，成功实现了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以利率招标的方式发行国债
。
　　（3）逐步推行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并按照&ldquo;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长
期、大额，后短期、小额&rdquo;的顺序进行。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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