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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当今时代，金融已经成为世界经济领域内最活跃的要素之一。
金融学是研究货币与金融体系运行机制、货币运行与经济运行之间关系的一门应用经济学科。
金融学基础是经济类各专业的一门重要课程，更是金融专业的基础课程和核心课程，在整个专业课程
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改革开放30年来，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的中国金融领域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07—2008年国际金融和经济环境风云变幻，在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机面前，世界各国为刺激经济
复苏采取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
各大金融机构也在反思风险控制和金融创新。
这些为我们编写教材提供了丰富的教学案例。
　　同时，近年来围绕着高职高专教学改革，各界专家和同仁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讨，我们也深受启
发。
在编写本书时我们尽力体现高职高专行动导向和任务导向的课改方向，从内容选择、体例安排、案例
选用和实训方案设计等方面力求既体现最新的金融学理论动态，又突出高职高专教育注重应用能力培
养的特点。
本教材在整体设计上主要突出了以下特色。
　　1．针对高职学生认知特点，突出新颖性和趣味性　　尽量关注学科的最新发展，吸收最新的研
究成果和最新实例，增强教材的适应性。
同时，教材中开辟“案例导入”、“启发思考”、“专栏”等特色段落。
这不仅有利于理论联系实际，强化思维训练，更有助于丰富教学内容，活跃课堂气氛，把学生应用能
力培养融入生动有趣的学习情境之中。
　　2．重视案例的编写和选用，突出务实性和适用性　　顺应国内外教材案例化的发展趋势，加大
教材案例化程度，各章开篇有导入案例，章内有经典案例和微型案例，章后有思考与练习题、课后实
训等内容，使案例和实训任务相结合，增强学生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能力，体现高职教育的特色和高职
教材建设的方向。
　　3．扩大教材所涉及的范围，突出系统性和先进性　　金融学基础所涉及的知识范围很宽。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既要立足于现在，也应对过去进行回顾，这既是历史观的体现，也是让学生把握
金融理论和实践演进脉络的需要。
本教材还注重对未来的前瞻性展望，既介绍已经达成共识的观点和研究成果，又介绍了行进中的中国
金融改革问题，力求体现开放和创新的理念。
　　本教材由李军教授担任总设计和主编，杜继勇和冯韶华担任副主编。
具体分工如下：第一、六、七、十二章由杜继勇编写；第二章由李军和刘轶楠编写；第三、四、五章
由冯韶华编写；第八章由许志平编写；第九、十章由李军编写；第十一章由杜继勇和赵芳编写。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参考借鉴了国内外同行的很多文献，但由于篇幅所限，在参考文献中没能一
一列出，如有遗漏，在此对相关作者一并表示诚挚的歉意和感谢。
另外，在编写过程中我们虽已付出了努力，但是由于水平和时间的限制，难免存在欠缺和错误，恳请
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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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是符合高职高专财经类、商贸类专业教学需要且注重金融学基本理论和实务知识的高等职业教
育规划教材。
本书共12章，主要内容包括：货币与货币制度；信用；利息与利率；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体系；商业
银行；中央银行；货币供求；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货币政策；国际金融；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
　　为了适应高职高专行动导向和任务导向的课改方向，教材中开辟“案例导入”、“启发思考”、
“专栏”等窗口，对相关新思想、新观点、新材料相关知识予以适当介绍，有助于拓展学生的视野，
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生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能力。
为帮助学生理解和复习所学内容，每章前均有教学目标、关键词，章后有重点知识小结、思考与练习
题、课后实训等内容，突出教材的实践性、生动性、趣味性和实用性。
　　本教材不仅可以作为高职高专的金融类、经济管理类、经贸类等专业金融学课程的教材，也可作
为财经专业低年级本科生教材或者作为金融、财政、证券等相关从业人员普及金融基础知识的自学和
培训读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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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货币与货币制度　　　第一节  货币的本质与形式　　　　一、货币的起源　　　　二、货币
的本质　　　　三、货币形式的演变　　　第二节  货币的职能与作用　　　　一、货币的职能　　
　　二、货币的作用　　　第三节  货币制度　　　　一、货币制度的基本内容　　　　二、货币制
度的演变　　　　三、我国的货币制度　　　　本章小结　　　　习题　　第二章  信用　　　第一
节  信用概述　　　　一、信用的概念　　　　二、信用的存在形态　　　　三、信用活动的构成要
素　　　　四、信用的产生与发展　　　　五、信用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的作用　　　第二节  现代信
用的形式　　　　一、商业信用　　　　二、银行信用　　　　三、国家信用　　　　四、消费信用
　　　　五、国际信用　　　第三节  信用工具　　　　一、信用工具的概念　　　　二、信用工具
的特征　　　　三、信用工具的构成要素　　　　四、信用工具的种类　　　　本章小结　　　　习
题　　第三章  利息与利率　　　第一节  利息与利率概述　　　　一、利息的产生和本质　　　　二
、利率及其决定因素　　　第二节  利息与利率计算分析　　　　一、利息计算分析　　　　二、利
率计算分析　　　第三节  利率体系　　　　一、中央银行利率　　　　二、市场利率　　　第四节  
利率的功能和作用　　　　一、利率的功能　　　　二、利率在经济中的作用　　　　三、限制利率
作用的因素　　　本章小结　　　习题　　第四章  金融市场　　　第一节  金融市场概述　　　　一
、金融市场的形成　　　　二、金融市场的构成要素　　　⋯⋯第五章  金融机构体系　　第六章  商
业银行　　第七章  中央银行　　第八章  货币供求　　第九章  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　　第十章  货币
政策　　第十一章  国际金融　　第十二章  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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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现代社会，货币一般是以纸币的形式出现的。
但实际上，货币最早并不是纸币。
中国最早的货币产生于4000年前的夏朝，那时的货币主要是海贝、布帛和农具。
世界上其他地区曾使用牲畜、象牙、可可豆等作为货币。
那么，货币是如何产生的？
为什么形形色色的货币会殊途同归，都演变为金属货币、纸币甚至电子货币了呢？
为此，我们首先来考察有关货币起源的学说和货币形态的演变过程。
　　一、货币的起源　　一般认为，货币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长期发展的产物。
然而，货币究竟是怎样产生的？
对于这个问题，西方学者有着各种不同的解释，但在马克思之前，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科学、准确地
阐明货币的起源、本质与职能。
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为人们解开了货币的“千古之谜”。
　　（一）货币是便利交换的产物　　货币的出现是与交换联系在一起的。
根据史书资料的记载和考古发现，在世界各个地方，交换都经过两个发展阶段：先是物物直接交换，
然后是通过媒介进行交换。
在古埃及的壁画中，可以看到物物交换的情景：有用瓦罐换鱼的；有用葱换扇子的。
我国古书中有相关记载，距今已有2600多年的神农氏时，“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
易而退，各得其所。
”这也是指物物交换。
在交换不断发展的进程中，逐渐出现了通过媒介的交换，即先将自己的物品交换成作为媒介的物品，
然后再用所获得的媒介物品去交换自己所需要的物品。
　　货币是为了克服物物交换的困难而产生的，是便利交换的产物。
物物交换有以下缺点：一是缺少共同的单位来衡量和表示各种商品和劳务的价值；二是交换双方“需
求的双重巧合”和“时间的双重巧合”难以完全一致；三是无法贮藏一般购买力。
正是由于这些缺陷，物物交换必然会增加交易成本。
首先，为了寻找可能的交易对象而增加寻求成本，即所花费的时间与费用；其次，增加机会成本，即
将资源（如人力等）用于迂回交易过程时所失去的其他方面投资的收益。
显然，纯粹的物物交换是一种效率非常低下而成本相对较高的交易方法。
货币出现以后，不仅消除或削弱了物物交换的缺点与交易成本，而且拓宽了人类的生产、消费、贸易
等活动范围，极大地提高了社会运行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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