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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材建设是高校学科专业建设的重要内容。
广义上说，教材建设应该包括教材选择和教材编写两个方面。
从教材选择层面来说，由于经济管理类专业各学科知识体系内容与国外对接的程度日益加深，所以，
直接引入国外原版教材正逐步成为时尚。
这样做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一是可以让任课教师和学生直接了解相关学科知识体系的前沿信息，二
是可以使任课教师和学生的外语能力得到强化。
但是，外语能力和思维习惯及语言表述方式的差异构成了大量使用国外原版教材的限制，更何况并不
是所有学科专业的知识体系都能与国外直接对接的，这就决定了目前直接使用国外原版教材只能限制
在少数专业和少数课程上。
教材选择的另一个指向是国内有关权威机构指定或组织编写的“统编”教材，这也是目前很多高校及
其相关院系和任课教师在选择教材时贯彻的一个重要原则。
客观地说，这类教材中不乏吸纳了相关学科专业知识体系发展的前沿信息而又结构合理、语言精练的
上乘之作。
但是，此类教材中真正的精品往往只是那些基础性强、知识体系较为成熟、涵盖面宽、市场需求量大
的少数课程，如《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管理学》等，绝大多数知识体系不很成熟、专
业涵盖面窄、市场需求量不大的课程教材并不为学界同行所认同。
同时，由于各类“统编”教材名目繁多，十分庞杂，甚至真伪难辨，总有让人无所适从的感觉。
　　这就是说，目前国内出版的各种“统编”教材事实上并不能满足我们对教材选择的需要，或者说
，在目前出版的各种类型的统编教材中，还不能选择出我们所需要教材的全部或大部分，这是我们之
所以要自己组织编写一套经济管理类专业系列教材的基本原因。
从发展的趋势来看，经济管理类专业各种课程要形成同行公认的权威教材，不应该是通过某些权威机
构或权威部门的认定，而应该是通过市场的竞争和市场的选择。
在市场竞争和市场选择的过程中，参与的供给方和需求方越多，竞争越充分，优胜劣汰机制越完善，
精品教材就越容易脱颖而出。
也是出于这种考虑，我们愿意将我们组织编写的这套教材拿到市场上来检验，并努力在市场选择的考
验中逐步提升教材的质量和水平，期望能从中产生出若干种精品来。
即使不能如愿，也至少可以起到多提供一种选择，从而烘托竞争氛围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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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密切联系国内外金融改革发展创新的实际，在内容上兼顾了马克思主义货币银行理论与西
方学者的货币银行学说，力求全面系统、准确完整、精炼清晰地介绍货币银行学的基本知识、基本理
论和基本方法。
使学生通过掌握金融学专业的相关理论知识，构建与现代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从
而更好更快地成为“宽口径”、“厚基础”、“重能力”的高级金融管理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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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货币　　第三节　当代信用货币的层次划分与计量　　一、当代信用货币层次划分　　
（一）货币层次划分的现实意义　　所谓货币层次的划分，是指对流通中各种货币形式按不同的统计
口径划分为不同的层次的过程。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贺币已成为拼起经济变动的重要因素，货币供求的变化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各个
方面产生着重大的影响。
因此，调控货币供应量，使其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已成为各国中央银行的重要任务。
可见；货币层次的划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一，有助于中央银行了解不同货币领域的问题并采取措施加以控制，做出有针对性的宏观金融
政策。
划分货币层次，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货币流通结构图，让中央银行掌握货币政策将怎样在不同流动性的
货币层次中传递，将主要对哪一层次的货币量发生影响，将以怎样的方式和程度影响经济。
通过货币层次之间的数量变化，中央银行还可以分析市场动向和经济变化趋势，正确估计前期货币政
策的效果，做出今后货币政策的决策。
　　第二，有助于中央银行分析经济的动态变化。
每一层次的货币量，都有特定范围的经济活动和商品流通与之对应，而经济活动的任何变化都最先反
映在市场供求和物价变化上。
因此通过对货币层次的划分和观察，可以掌握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与再生产各个环节的变化，摸
清不同层次的经济活动的脉搏，预测它们的发展趋势。
只有在对货币层次进行科学划分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把握经济增长、物价、投资、国际收支等整个经
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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