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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期货市场是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期货市场的发展与完善是市场经济体系发展与完善的重要标志。
期货与期权作为重要的规避风险和资本投资的工具之一，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定和完善，期货交易也得到了逐步的恢复与发展。
国家的“十五”计划纲要确定了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宏伟目标，明确提出了“稳步发展期货市场”
的方针。
加入WTO以后，我国的期货市场又迎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
期货交易的品种逐步增加，期货交易的参与者越来越多，期货市场的交易量越来越大，期货在我国经
济与社会生活中的影响不断提高。
因此，进行期货交易知识的传播与推广也是一项必须要做的、非常重要的任务。
基于这样一个目的，我们组织编写了这本教材，希望能在高校中及社会上的相关教育培训中发挥一点
作用。
　　本教材共分十章，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期货与期权交易的基本知识，还阐述了我国期货市场的发展
，适合初学者使用。
全书由汪五一任主编，黄永兴任副主编，负责全书结构体系设计、总纂和修改定稿，具体撰写分工为
：汪五一撰写第一章、第三章、第十章；金道政撰写第二章、第八章；刘立平撰写第四章、第九章；
黄永兴撰写第六章、第七章；武洪玲撰写第五章。
　　限于编写者的水平，书中难免会存在缺点和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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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为适应21世纪对现代经济管理人才的要求和“期货交易”课程教学的需要而编写的。
全书共十章。
第一章为期货市场概述；第二章介绍了期货市场的组织结构；第三章讲述了期货交易的流程；第四章
对期货交易业务作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介绍；第五章简介商品期货；第六章介绍和分析金融期货；第七
章是期货价格走势分析；第八章讲述期权交易；第九章介绍了期货市场的管理；第十章介绍和分析中
国期货市场的发展。

本书为高等学校经济、贸易及工商管理类专业本科教育教材，也可供相关专业专科生、成人高等学历
教育学生以及其他需要了解和学习期货与期权交易知识的各类人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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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期货市场的形成与发展　　较为规范化的期货市场的产生，可以追溯到1848年美国芝加哥期
货交易所的建立。
下面就以此为例，来描述和分析期货市场的形成过程。
　　19世纪中叶，芝加哥作为农产品的集散地，已发展成为当时全美最大的谷物集散中心。
随着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商品量越来越大，农产品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每当收获季节，农场主都将玉米车载船装运到芝加哥，他们沿袭古老的交易方式在大街上买卖，往往
使玉米在短时间内供过于求，市场饱和，价格下跌到生产成本以下，甚至一文不值，致使生产者遭受
严重损害。
在这种情况下，储运经销应运而生。
当地经销商在交通要道设立商行，修建仓库，他们在收获季节从农场主那里收购玉米，存到来年春季
再运到芝加哥出售。
本地经销商的出现，稳定了同当地农场主的产销关系，缓解了季节性的供求矛盾和价格的剧烈波动。
但本地经销商为此将面临玉米过冬期间价格波动的风险。
为了回避这种风险，本地经销商在购进玉米后就前往芝加哥，与那里的玉米经销商和玉米加工商签订
来年春季交货的远期合同。
　　随着谷物交易的不断发展，1848年，由美国82位商人在芝加哥发起组建了世界上第一个较为正规
的期货交易所——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又称芝加哥谷物交易所，CBOT）。
交易所成立之初采用远期合同交易方式，交易的参与者主要是生产者、经销商和加工商，其特点是实
买实卖，交易者利用交易所来寻找交易对手，在交易所缔结远期合同，待合同期满，双方进行实物交
割，以商品货币交换了却交易。
当时的交易所对供求双方来说，主要起稳定产销、避免价格的季节波动等作用。
就供给方来讲，提前卖掉产品可锁住生产成本，不受价格季节性波动的影响。
对需求方来讲，能够保证稳定的货源，能够锁住经营成本，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价格波动的风险。
　　后来，一些非谷物商看到转手玉米合同能够赚钱，便也进入交易所，按照“贱买贵卖”的商业活
动原则买卖玉米远期合同，赚取一买一卖之间的利差，这部分人就是投机商。
　　随着交易量的增加和交易品种的增多，合同转卖的情况越来越普遍。
为了进一步规范交易，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于1865年推出了标准化的期货合约，以取代原先沿用的远期
合同。
同年，该交易所又实行了保证金制度，以消除交易双方不按期履约而产生的诸多矛盾。
此外，为了更有效地进行交易，专门联系买卖双方成交的经纪业务日益兴隆，发展成为经纪行。
为了处理日趋复杂的结算业务，专门从事结算业务的结算所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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