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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成熟，银行、证券、信托等行业快速发展，金融学专业成
为近几年来热门的经济学科专业。
　　金融学硕士研究生招生联考就是为了更好地适应我国21世纪金融业发展对“高、精、尖”金融专
业人才素质的要求，适应金融学科发展的需要而推出的。
2001年以来，国内有相当一部分高校的金融学院（系）关注和参加了金融学硕士研究生招生联考。
目前，已加入金融学硕士研究生招生联考的高校包括复旦大学、南开大学、苏州大学、浙江大学、辽
宁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湖南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江西财经大
学、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工商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16所。
从统计数据来看，近年来，报名参加金融学联考的考生每年有7000～8000人，占全国报考金融学硕士
研究生人数的比重为1／4～1／3。
2010年是金融联考的最后一年，希望考生把握机会，认真复习。
　　为了使考生更好地把握金融学硕士研究生招生联考的精神，系统地掌握大纲所要求的知识要点，
我社精心策划了这本《金融学基础联考重点、难点及模拟考场》。
我们所邀请的编写者都是从事一线教学工作的经济学和金融学类课程的主讲教师，具有非常丰富的考
研辅导经验。
在《2010金融学硕士研究生招生联考：金融学基础联考重点、难点及模拟考场》的编写过程中，编写
者对历年的金融学联考大纲和试卷进行了认真研读，参阅了许多现行的优秀教材，并参考了一些辅导
资料，目的在于编写出一本对考生真正有所帮助的辅导用书。
　　《2010金融学硕士研究生招生联考：金融学基础联考重点、难点及模拟考场》由“金融学基础联
考重点、难点”与“模拟考场”两部分组成。
重点、难点部分紧扣2010年金融学联考大纲，并结合最新的金融学理论与实践，详细解析重要知识要
点，并在每章或每篇后结合每年考题详解难点，有助于配合考生第二阶段的复习。
　　“模拟考场”部分含有10套模拟题，模拟试题严格按照2010年金融联考大纲样卷的题型结构与知
识点分布进行编写，可以让考生抢先品味联考真题的“滋味”。
对每一道题，《2010金融学硕士研究生招生联考：金融学基础联考重点、难点及模拟考场》均给出了
详细的解析，非常适合考生自测及冲刺复习。
　　《2010金融学硕士研究生招生联考：金融学基础联考重点、难点及模拟考场》自2008年9月推出以
来，受到了广大考生的好评。
　　《2010金融学硕士研究生招生联考：金融学基础联考重点、难点及模拟考场》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编写工作分工如下：微观经济学重点、难点及模拟考场由浙江理工大学陈晓华编著，宏观经济学重
点、难点及模拟考场由浙江理工大学陈书静及浙江财经学院熊红星编著，货币银行学与国际金融学重
点、难点及模拟考场由中国计量学院戴瑞姣、王晓琴编著，投资学重点、难点及模拟场由浙江大学城
市学院李纪明编著，具体组织与协调工作由我社相关编辑完成。
此外，浙江理工大学的硕士生乔桂芬承担了《2010金融学硕士研究生招生联考：金融学基础联考重点
、难点及模拟考场》的部分文字输入工作，在此表示感谢！
　　由于时间紧迫及经验所限，《2010金融学硕士研究生招生联考：金融学基础联考重点、难点及模
拟考场》难免存在不少疏漏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今后我们将力争在考研辅导书系列上做得更深、更细致，推出一批好书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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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紧扣2010年金融联考大纲，并结合最新的金融理论与实践详细解析重点、难点部分，有助于配合
考生第二阶段的复习。
除此之外，本书还配有10套模拟试题，模拟试题严格按照2010年金融联考大纲样卷的题型结构与知识
点分布进行编写，可以让考生抢先品味联考真题的“滋味”。
对每一道题，我们均给出了详细的解析，非常适合考生复习巩固知识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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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货币　　【本章重点】　　1.掌握货币职能和货币制度及其历史演进的知识。
　　2.熟悉中国现行的人民币制度。
　　▲货币　　（一）货币的起源和发展　　1.货币的产生　　（1）简单价值形式　　（2）扩大价
值形成　　（3）一般价值形式　　2.货币形式的演化　　商品成为货币必须满足的条件：易于标准化
，能够被分割，易于携带，不会变质，被广泛接受。
　　①商品货币：非金属实物货币一贱金属货币一贵金属货币一铸币。
　　②信用货币：只是一种价值符号，完全依靠银行信用和政府信用发行并流通。
通常表现为纸币的形式。
　　③电子货币：信用货币的未来发展。
电子货币是指用电脑储存和转移的资金，电子资金调拨系统具有迅速、安全和节约等优点，大大节省
了银行处理现金和支票所花费的时间和成本。
　　因此，电子货币将是信用货币未来的主要形态和发展方向。
　　（二）货币的职能　　货币的职能是货币本质的具体表现，是商品交换所赋予的，也是人们运用
货币的客观依据。
　　1.价值尺度：货币执行价值尺度时，所有商品和劳务的价值可以用它来衡量，并进行比较；是一
种观念中的货币，不需要现实货币的存在。
　　2.交换媒介：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方式，将以往物物交换的直接交换行为变为间接交换行为，克
服了物物交换存在的困难，并通过交换效率的提高，促进了社会分工的深化。
　　3.价值储藏手段：金属货币具有价值储藏手段的职能；若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信用货币本质上
讲并不存在储藏的职能。
　　4.支付手段：通过支付手段实现商品的交换，必须是现实的货币。
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中直接产生了信用货币。
信用货币是代替金属货币充当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信用证券（如本票、汇票、支票等）。
　　5.世界货币：作为国际一般的支付手段，用以平衡国际收支差额；作为国际一般的购买手段，用
以购买外国商品；作为国际财富转移的一种手段，比如战争赔款、输出货币资本等。
货币最初的职能是流通手段和价值尺度；后来随着商品社会信用制度的不断建立和完善，支付手段和
储藏手段的职能发展起来；近现代以来，随着世界整体的经济发展，国际分工和合作及国际资本流动
都不断增强，世界货币的职能才不断发展起来。
　　▲货币制度　　（一）货币制度的构成要素　　货币制度简称币制，是国家以法律的形式规定的
货币体系和货币流通的组织形式，使货币流通的各个要素结合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它主要包括确定本位货币，货币单位，主币与辅币的铸造、发行和流通程序及准备制度等要素。
　　1.确定货币材料和货币单位。
确定不同的币材，就构成不同的货币本位制度。
确定币材，关系到整个货币制度的基础。
程序是：选择货币金属——规定货币单位——统一价格标准。
　　2.规定本位币和辅币的铸造与流通。
本位币，又称主币，是一国的基本通货和法定的计价、结算货币。
本位币是足值货币，具有无限法偿能力。
本位币的自由铸造、自由溶化和超差兑换能够使铸币与铸币所包含的金属价值保持一致。
辅币是本位币单位以下的小额货币，供零星交易和找零之用。
辅币是不足值的货币，辅币限制铸造，具有有限法偿能力。
　　3.金准备制度。
金准备制度就是黄金储备制度。
早期的黄金储备制度是一国货币稳定的基础。
目前虽然纸币不再兑换黄金，但各国仍然储备一定量的黄金作为准备但仅作为国际支付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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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金储备的三项用途：　　第一，作为国际支付手段的准备金，也就是作为世界货币的准备金；
　　第二，作为时而扩大时而紧缩的国内金属流通的准备金；　　第三，作为支付存款和兑换银行券
的准备金。
　　（二）货币制度的演变发展　　1.银本位制　　银本位制是指以白银为本位币的一种货币制度。
在银本位制下，以白银作为本位币币材，银币是无限法偿货币，其名义价值与实际含有的白银价值是
一致的，分为银两本位制和银币本位制。
银本位制从l6世纪开始盛行，因白银产量激增，银价不稳定而崩溃。
　　2.金银复本位制　　金银复本位制是以黄金和白银同为本位币的货币制度。
金银两种货币都是本位币，均可自由铸造，可以自由兑换，并且两种货币都是无限法偿货币。
　　（1）平行本位制：金银两种货币均按其所含金属的实际价值任意流通的货币制度，国家不规定
两种货币的兑换比例，任由市场供需关系决定。
由于市场价格变动频繁，使得这种平行本位制极不稳定，容易造成交易混乱。
　　（2）双本位制：这是金银两种货币按法定比例流通的货币制度。
双本位制以法定形式固定金币和银币的比价，本意是为了克服平行本位制下的金银比价频繁波动的问
题，但却形成了官方比价与市场价格并存的局面，而官方比价较市场价格缺乏弹性。
当金银的实际价值与名义价值相背离时，从而使法律上被低估的货币（良币）被人收藏、熔化或输出
国外而退出流通领域，而法律上被高估的货币（劣币）则独占市场，即“劣币驱逐良币”。
此时，市场上实际只有一种货币在流通，很难由两种货币同时并行流通。
这也是向金本位制转变的动因。
　　（3）跛行本位制：金币可以自由铸造，而银币不允许自由铸造，并且金币与银币以固定的比率
兑换。
实际上，银币已经降到辅币的地位，银币的价值通过固定的比例与金币挂钩。
因此，这是由金银本位制向单金本位制过渡的一种中间形式而已。
　　3.金本位制　　金本位制是以黄金作为本位货币的货币制度。
　　（1）金币本位制：是以黄金作为货币金属的一种典型的金本位制。
英国1816年5月最早实行金币本位制，美国l900年才实行。
其稳定的货币自动调节机制效率很高。
崩溃的原因如下：一是各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二是黄金产量不能适应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
　　主要特点：　　第一，金币可以自由铸造、自由熔化。
　　第二，流通中的辅币和价值符号可以自由兑换金币。
　　第三，黄金可以自由输出输入。
　　（2）金块本位制：是没有金币的铸造和流通，而由中央银行发行以金块为准备的纸币流通的货
币制度。
它与金币本位制的区别如下：　　第一，金块本位制不再像金币本位制那样实行辅币和价值符号同黄
金的自由兑换，规定黄金由政府集中储存，居民可按本位币的含金量在达到一定数额后兑换金块。
如英国l925年规定银行券一次至少兑换400盎司的金块。
　　第二，金块本位制以纸币或银行券作为流通货币，不再铸造、流通金币，但纸币或银行券仍是金
单位。
　　（3）金汇兑本位制：是以银行券作为流通货币，通过外汇间接兑换黄金的货币制度。
它与金块本位制的共同点是规定货币单位的含金量，国内流通银行券，没有铸币流通。
不同点在于它规定银行券不能兑换黄金，但可以换取外汇。
本国中央银行将黄金与外汇存在另一个实行金本位制的国家，允许以外汇间接兑换黄金，并规定本国
货币与该国货币的法定比率，通过固定价格买卖外汇以稳定币值和汇率。
实行金汇兑本位制的国家实际上是使本国货币依附在一些经济实力雄厚的外国货币上。
　　金块本位制与金汇兑本位制由于没有金币的流通，从而失去了货币自动调节流通需要量的作用，
币值自动保持稳定的机制也不复存在。
　　4.信用货币制度　　信用货币制度又称为不兑现纸币本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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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不兑换黄金的纸币或银行券为本位币的货币制度。
信用货币制度的主要内容是：以纸币取代黄金作为本位币币材；纸币的名义价值高于实际价值，属于
货币符号；纸币由国家垄断发行，由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通过信用程序投入流动领域；纸币和黄金脱
钩，不再规定法定含金量，也不能兑换黄金；纸币的发行不受黄金准备的限制，其发行量取决于国家
货币管理当局实行的货币政策；国家法律赋予其无限法偿的效力；纸币是一种管理货币，各国都通过
货币政策加以调节；流通中的货币，不仅指纸币现钞，也包括银行存款。
　　信用货币制度的实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克服了金属货币制度下受币材供给的制约
、经常存在通货紧缩的问题，能够满足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大宗商品交易对媒介手段追加的需要。
同时，纸币流通携带方便，与金属货币流通相比，其流通的费用和风险都降低了，而交易的效率提高
了。
　　（四）中国现行的人民币制度　　我国现行的人民币制度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　　1.我国
法定货币是人民币。
人民币单位为“元”，是本位币，即主币，辅币名称为“角”和“分”。
　　2.人民币是一种不兑现的信用纸币，是代表一定价值的货币符号。
　　3.人民币发行坚持高度集中统一和经济发行（也称信用发行）的原则。
由中国人民银行按照商品流通规模扩大和经济增长的客观合理需要发行货币。
　　4.人民币是一种管理通货。
我国现行的人民币正逐渐放弃信贷计划管理，而运用“三大政策工具”调节和控制货币流通。
　　5.人民币是独立自主的货币。
　　【本章难点】　　本章内容多见于选择题及名词解释，考试重点多集中在货币制度中的“格雷欣
法则”，货币的职能也是本章的重点。
　　[例题1]名词解释：格雷欣法则（5分，2004年）　　格雷欣法则又称“劣币驱逐良币律”。
在金银复本位制下，金银两种货币按国家规定的法定比例流通，结果官方的金银比价与市场自发金银
比价平行存在。
当金币与银币的实际价值相背离，从而使实际价值高于名义价值的货币（即“良币”）被收藏、熔化
而退出流通，实际价值低于名义价值的货币（即“劣币”）则充斥市场，这就是所谓的“劣币驱逐良
币”。
由于这一规律是由l6世纪英国财政学家格雷欣首先提出，故称为格雷欣法则。
　　第二章利息与利率　　【本章重点】　　1.掌握利息和利率的基本内涵。
　　2.能够进行单利和复利的计算。
　　▲利息和利率　　（一）利息本质的理论　　1.古典经济学的利息本质理论　　（1）威廉·配第
与约翰·洛克先后提出“利息报酬说”，但他们两人论述的重点不同。
配第认为利息是“因暂时放弃货币的使用权而获得的报酬”，因为借贷货币会给贷出方带来诸多不便
，所以贷出方“对使自己不方便而索取补偿⋯⋯这种补偿我们通常叫做利”；洛克也认为利息是对贷
款人的回报，但他认为利息是贷款人因承担风险而得到的报酬，并认为报酬的多少应与所承担风险的
大小相适应。
　　（2）达德利·诺斯提出了“资本租金论”，把贷出货币所收取的利息看成地主收取的租金。
诺斯已经把作为资本的货币和作为货币的货币区别开来，因而成了“第一个正确理解利息的人”。
　　（3）约瑟夫·马西提出了“利息源于利润说”，认为贷款人贷出的是货币或资本的使用价值，
即生产利润的能力。
贷款人因此得到的利息直接来源于生产利润，是利润的一部分。
　　（4）亚当·斯密提出了“利息剩余价值说”，他认为利息具有双重来源：其一，当借贷的资本
用于生产时，利息来源于利润；其二，当借贷的资本用于消费时，利息来源于别的收入，如地租等。
　　（5）坎蒂隆提出了利息货币价格论，认为货币同商品一样，在买卖或借贷中，利息是货币或货
币资本的交易价格。
　　2.近代西方经济学的利息本质理论　　（1）英国经济学家纳索·希尼尔提出了“节欲论”，认为
价值取决于生产费用，生产费用由工资和利润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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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是工人劳动的报酬，利润是资本家节欲的报酬。
借贷资本只是总资本的一部分，利息也只是总利润的一部分，所以利息是借贷资本家节欲的结果。
　　（2）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克拉克提出了“边际生产力说”，认为当劳动量不变而资本相继
增加时，每增加一个单位资本所带来的产量依次递减，最后增加一单位资本所增加的产量就是决定利
息高低的“资本边际生产力”，所以，利息取决于资本边际生产力的大小。
　　（3）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欧文·费雪从纯心理因素来解释利息现象，提出了“人性不耐说”，认
为人性具有偏好现在就可提供收入的资本财富，而不耐心地等待将来提供收入的资本财富的心理。
在存在借贷市场的情况下，不耐程度低的人具有较低的时间偏好，倾向于放款；而不耐程度较高的人
具有较高的时间偏好，倾向于借款，这些活动会一直进行到大家在共同的利率下都达到了某一中间地
带为止。
因此，“利率是不耐的指标”。
　　（4）凯恩斯提出了“流动性偏好说”，认为“利息是一定时期以内，放弃周转流动性的报酬”
。
　　研究利息不能不注意个人心理上的时间偏好，而这种时间偏好成立与否必须有两组不同的决定。
第一组是消费倾向，即在既定的收入水平下，多少用于消费、多少用于储蓄；第二组是储蓄结构，即
在既定的储蓄额中，多少为生息债券，多少是现金。
生息债券可以给持有者带来利息，但持有者要暂时放弃货币的使用权；现金虽不能带来收入，但具有
高度的流动性。
人们偏好流动性主要产生于三种动机：一是交易动机，二是谨慎动机，三是投机动机。
如果一个人有现金在手，就可以随时应付这三种动机的需求。
企业和商人想取得一定的货币，就必须以支付一定的报酬来诱惑公众让渡出一部分货币，而利息就成
为人们在一定时期内放弃这种流动性偏好的报酬。
　　（5）熊彼特的购买力使用论，认为利息来源于购买力的使用。
货币购买力的使用在创新过程中能产生利润，利息随着货币购买力从一个商品的利润流到另一个商品
的利润。
　　（6）利息时差论，也叫时间偏好论。
该理论认为，利息的产生和水平高低都取决于人们对同一等量商品在现在和将来的两个不同时间内主
观评价的差异，代表人物为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庞巴维克。
后来美国经济学家费雪将这一理论发展为时间偏好论，他把利息看成是期待将来幸福和延期消费而获
得的公正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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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0金融学硕士研究生招生联考金融学基础联考重点、难点及模拟考场》由名校名师精心打造
，深入解读联考大纲，把握重点、剖析难点、强化训练，模拟试题针对性强、命中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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