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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现代经济中，金融作为经济运作行的核心,其重要性日益明显.熟悉有关金融的基本知识、基本业务
知识及技能和基本制度规定，懂得金融活动规律，对于成功的企业家称职的政府工作人员，乃至善于
持家的居民，都是非常重要的。
本书正是以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来介绍金融学的理论与实务，用于满足多方们人员的需要。
    全书共分十三章，在系统地阐述了货币、信用、利率和金融市场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详细介绍了银
行业务、证券业务、保险业务和信托与租赁业务，同时还分析了货币均衡和通货膨胀问题，整个体系
完整、结构合理内容充实、语言简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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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货币制度的构成要素　　货币制度是现代商品经济体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构成部分，通过上
面所做的对货币制度历史演进过程的介绍，我们大体可对货币制度的构成要素做如下　　的理论抽象
。
　　（1）任何货币制度都要以国家政权的强力机器为依托。
货币及货币制度的发展并不是一个类似生物进化的自然演进过程，而是一个与人类社会的生产关　　
系和交换关系紧密相连的制度现象，是一种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契约安排。
在历史上，出现过有政权存在而货币混乱的现象，但决不会出现没有政权而货币制度统一、稳定的情
况。
　　（2）作为某种货币制度的基础条件之一，它要有确定的币材。
对于这种选定的币材，不仅有材料种类的要求，而且还要有内在质量的要求。
例如，在金本位制下，不仅选定了金做币材，而且还要规定金的成色。
　　（3）货币单位也是货币制度的构成要素之一。
在不同的政权背景下，货币单位又表现为国家规定的货币名称。
　　（4）货币发行基础。
在金属本位制下，货币流通量常常与货币金属的产量、进口量及运输等因素相联系。
在信用货币制度下，通货的数量一般受制于一定时期以一定价格为标度的商品流通量。
　　（5）铸造权或发行权规定。
在金属货币本位条件下，国家对货币统一铸造和允许私人铸造这两种情形都存在过。
一般地说，统一铸造权于国家对稳定货币流通有好处，国家也可以通过铸币取得相当的财政收入。
但历史上曾出现过的自由铸造制度，例如金本位下的自由铸造制度，也有不少成功的范例，其原因就
在于货币具有价值贮藏手段的职能，当流通中的货币量超过需要量时，就会有相当的货币被熔化成金
块而自然退出流通。
　　（6）本位币和辅币。
为了方便流通，以一定名称出现的单一本位币还要以一定的辅币制度与之相配合。
例如中国在银本位时期除以“两”为基本单位之外，作为辅币的铜铸币还有以“文”等计量的；现代
中国本位币人民币的“元”以下还有以“角”和“分”计量的辅币。
总之，辅币只是代表了主币的一定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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