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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由导言、金融体系篇、宏观金融分析篇和微观金融运行篇组成，并力图在以下方面体现出
自己的特色。
　　1.以金融体系作为课程内容的逻辑起点。
金融活动即资金的融通活动，就是金融资源在不确定，陸条件下的跨期配置，而现代金融活动和交易
是依托金融体系来完成的，金融体系提供了一套完美的机制以更加有效地促使储蓄向投资的顺利转化
，从而实现有限资源的优化配置，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体系是一切金融活动所依赖的机N+tm
基础，是我们分析金融活动的起点。
　　2.将课程内容的安排置于一个开放经济的背景下。
在经济全球化这个波涛汹涌的大潮中，金融领域的跨国活动正在飞速发展，金融全球化已经成为世界
经济发展的趋势。
在这种背景下，诸如金融的安全、经济运行的内外均衡、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建立问题等应当纳入金融
教学的视野。
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经济金融运行能够顺应潮流，从而实现良性发展，尽享经济金融全球化带来
的益处。
　　3.适当加入微观金融的内容。
整个世界金融活动及金融理论研究已呈现出了微观化的趋势，公司金融、金融工程、证券投资等微观
金融课程已经成为金融专业的主干课程。
基于这种现实，作为金融专业基础理论课的金融学应当为这些后续课程提供基础的概念、原理和分析
方法，诸如货币时间价值、现值与终值、金融资产的估值与定价、风险管理与投资组合、资本结构与
融资决策等方面的基础概念和原理应当成为金融学的内容，这样才能够体现出其基础理论课的真正基
础地位，否则，金融学与后续课程之间的脱节不可避免。
　　4.适当加入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的内容。
随着金融市场的迅猛发展、金融自由化背景下各国金融管制的放松及一系列的金融创新，金融领域中
滋生出了大量的新型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如基金公司、投资银行、财务公司、金融公司等，并且
在整个金融活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传统的货币银行学在金融中介(机构)部分的内容安排上主要着重于对商业银行等的分析，而忽略了对
上述新型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内容的介绍，与现实金融实践及理论的发展严重脱节，因此，为体现
金融体系的完整性，有必要适当加入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方面的内容，以便对其，陸质及一般运行
规律等进行简单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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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金融创新加大了金融市场风险，这突出表现在金融衍生工具的产生与发展上。
理论界一般认为，金融创新主要包括金融业务创新、金融市场创新和金融制度创新三部分内容。
按照金融业务的内容进行划分，我们可以将金融业务的创新分为负债业务的创新、资产业务的创新和
中间业务的创新。
负债业务的创新主要表现为大量新型负债工具的出现。
这些新型负债工具的出现既让银行规避了来自政府的管制，又为其获取更多的负债资金开辟了道路。
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资产业务创新，除消费贷款、住房贷款等新型贷款的出现之外，突出的表现就是
资产证券化。
商业银行创新的中间业务主要包括信托业务、租赁业务、银行卡业务以及表外业务等，但表外业务的
创新是近二三十年来表现最突出、影响最大的中间业务创新。
支付清算业务是银行中间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支付清算系统的创新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1）对
原有支付和清算系统进行改良；（2）利用电子计算机转账系统来完成支付结算。
金融市场的创新主要包括市场工具的创新和理论的创新两个方面。
各国在金融制度方面也都进行了改革和创新。
在金融发展的内涵理论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国内理论界对金融发展进行了如下的描述：金融发
展指的是在金融增长的前提下，一国金融状态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一个渐进过程，它包括整个
金融在制度、运行及调控机制等上层建筑和运作条件、对象等经济基础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次中的深
刻变革。
在西方金融发展理论中，关于如何衡量一个国家金融发展程度的问题，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了许多相应
的指标，其中包括戈德史密斯指标、麦金农指标、肖的金融深化指标、金一莱文指标等。
西方经济学家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问题的研究，是伴随着金融发展理论的建立和发展而
开始和逐步演化的。
帕特里克、戈德史密斯、麦金农和肖都在金融发展理论领域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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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金融学》：21世纪高等院校经济类与管理类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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