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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金融学》第一版自1999年出版以来，在国内被广泛采用，并获得教育部优秀教材一等奖
（2002年）。
《国际金融学》（第二版）既是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同时也是“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高等学校金融学专业主干课程系列教材：国际金融学（第2版）》在总结该教材几年来的教学
实践的基础上，对原有教材进行了一次系统性的更新改版，反映了教材编著者近年来在探索现代国际
金融学科体系与教学方案上所取得的新进展。
修订的第二版教材对第一版中首次提出的“以内外均衡问题为学科主线”的体系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
，更新补充了相当数量的近年来国际金融理论与现实中的新内容，修改订正了第一版中的某些错误、
遗漏之处，并且适当降低了教材的难度，在教材的科学性、规范性、逻辑性、适用性等方面均有了进
一步的提高。
　　《高等学校金融学专业主干课程系列教材：国际金融学（第2版）》以开放经济下的内外均衡实
现问题为中心展开，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内外均衡问题的基础知识；第二部分介绍开放经济在运行中为什么会面临内外均衡问题
；第三部分介绍一国如何通过政策搭配解决内外均衡问题；第四部分介绍实现内外均衡的国际协调问
题。
本教材侧重于介绍国际金融学较新的基础知识与基础理论，强调对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运用，循序
渐进，适合本科生、研究生使用，也比较适合成人自学或者作为干部培训教材。
与《高等学校金融学专业主干课程系列教材：国际金融学（第2版）》配套出版的还有教学课件，供
采用《高等学校金融学专业主干课程系列教材：国际金融学（第2版）》作为教材的教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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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开放经济下的国民收入账户与国际收支账户　　第一节　开放经济下的国民
收入账户　　三、国际收支账户分析　　国际收支账户提供了开放条件下一国对外经济交往的系统记
录。
为全面了解一国对外经济交往的状况，有必要对国际收支账户进行具体分析，以得出有价值的结论。
　　我们已经知道，国际收支账户是一种事后的会计性记录，复式记账法使它的借贷双方在整体上总
是平衡的，也就是余额总是为零，那么为什么我们常听到国际收支盈余或赤字这一提法呢？
这是因为，就具体项目（账户）而言，借方和贷方经常是不相等的，双方进行抵消后，会产生一定的
差额。
所谓国际收支盈余或赤字这一提法是针对按不同的口径划分的特定账户上出现的余额而言的。
下面我们将介绍各账户余额的含义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1．贸易账户余额　　贸易账户余额是指包括货物与服务在内的进出口之间的差额，这一差额的
宏观经济含义我们已经在上节中介绍。
贸易账户余额在传统上经常作为整个国际收支的代表，这是因为对一些国家来说，贸易收支在全部国
际收支中所占的比重相当大（中国的这一比例在20世纪80年代约为70％）。
同时贸易收支的数字尤其是商品贸易收支的数字易于通过海关的途径及时收集，能够比较快地反映出
一国对外经济交往的情况。
贸易账户余额在国际收支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原因还在于，它表现了一个国家或地区自我创汇的能力
，反映了一国的产业结构和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及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是一国对外经济交往的基
础，影响和制约着其他账户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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