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货币供求理论 

第一节  货币的供给 

一、货币的概念与统计 

1.  货币的概念 

2.  货币的统计 

二、信用货币的创造过程 

1.  商业银行的信用货币扩张 

2.  中央银行与基础货币供应 

3.  货币供应的完整模型 

三、货币供给的内生性与外生性 

第二节  货币需求 

一、传统的货币数量理论 

1.  费雪的现金交易说 

2.  剑桥学派的现金余额说 

二、凯恩斯主义的货币需求理论 

1.  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 

2.  凯恩斯理论的发展 

三、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数量论 

四、货币需求理论的发展脉络 

第三节  货币均衡与总供求 

一、简单的货币供求均衡:Ma=Md 

1.  货币供给作为内生变量条件下的简单货币均衡 

2.  货币供给作为外生变量条件下的简单货币均衡 

二、货币均衡与市场均衡 

三、货币供给的产出效应及其扩张界限 

第二章  利率理论 

第一节  利率及利率体系 



一、利息的本质 

1.  人类对利息的认识 

2.  收益的资本化 

二、利率体系 

1.  基准利率 

2.  金融市场利率 

3.  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 

4.  利率与收益率 

第二节  利率理论 

一、马克思的利率理论 

二、西方利率理论 

1.  古典利率理论 

2.  可贷资金利率理论 

3.  流动性偏好利率理论 

4.   IS—LM 模型中利率的确定 

第三节  利率的作用 

第三章  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 

第一节  通货膨胀的定义与度量 

一、通货膨胀的定义 

二、通货膨胀的度量 

第二节  通货膨胀的社会经济效应 

一、强制储蓄效应 

二、收入分配效应 

三、资产结构调整效应 

四、就业与通货膨胀的替代理论与滞涨 

第三节  通货膨胀的原因及其治理 

一、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及其治理 



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及其治理 

1.  工资推进型通货膨胀 

2.  利润推进型通货膨胀 

三、供求混合推动说 

第四节  通货紧缩 

一、对通货紧缩界定的种种解释 

二、通货紧缩的社会经济效应 

1.  对投资的影响 

2.  对消费的影响 

3.  对收入再分配的影响 

4.  对工人工资的影响 

5.  通货紧缩与经济成长 

第四章  金融中介体系 

第一节  金融中介体系的构成和国际金融机构体系 

一、金融中介体系的构成 

1.  西方国家的金融中介体系 

2.  我国金融中介体系的发展 

二、国际金融机构体系 

第二节  存款货币银行 

一、存款货币银行的作用 

1.  充当企业之间的信用中介 

2.  充当企业之间的支付中介 

3.  变社会各阶层的积蓄和收入资本 

4.  创造信用流通工具 

二、存款货币银行的负债、资产业务与表外业务 

1.  负债业务 

2.  资产业务 

3.  表外业务 

三、商业银行的两种类型：职能分工型与全能型 

四、金融创新 



1  .规避风险的创新 

2.  技术进步推动的创新 

3.  规避行政管理的创新 

五、资产证券化 

1.  资产证券化的定义及本质 

2.  资产证券化的意义和作用 

六、存款保险制度 

1.  存款保险制度的界定 

2.  存款保险制度的功能与问题 

第三节  中央银行 

一、中央银行产生的必要性 

二、中央银行的职能 

1.  发行的银行 

2.  银行的银行 

3.  国家的银行 

第五章  金融市场 

第一节  金融市场体系及其功能 

一、金融市场体系 

二、金融市场的功能 

第二节  金融工具的发展 

一、金融工具的类型 

二、金融工程 

第三节  风险投资 

一、基本概念 

二、风险资本的投资过程 

第四节  金融市场理论的发展 

一、风险与收益 



二、有效市场假说 

三、投资组合理论 

四、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 

五、期权定价模型 

第六章  金融监管体系 

第一节  金融监管的原则和理论 

一、金融风险与金融监管 

二、金融监管的原则 

三、金融监管理论 

1.  社会利益论 

2.  金融风险论 

3.  投资者利益保护论 

第二节  金融监管的成本 

一、执法成本 

二、守法成本 

三、道德风险 

第三节  我国金融监管组织体系 

一、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三、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第四节  金融监管的一般内容 

第五节  国际金融监管协调 

一、《巴塞尔协议》 

二、新资本协议 

第七章  货币政策 



第一节  货币政策目标 

一、货币政策诸目标的统一与冲突 

1.  货币政策的概念与目标 

2.  诸目标之间的统一与冲突 

二、货币政策目标的选择 

1.  可能的两种选择 

2.  中国的货币政策目标及其争论 

3.  通货膨胀目标制 

三、货币政策规则 

1.  货币政策规则的内涵 

2.  货币政策规则的设定 

3.  货币政策的各种规则 

第二节  货币政策工具、传导机制和中介指标 

一、货币政策工具 

1.  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 

2.  可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 

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 

1.  .凯恩斯学派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 

2.  货币学派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 

3.  货币传导机制的信用渠道 

三、货币政策中介指标的选择 

1.  中介目标 

2.  货币中介指标应具备的条件 

3.  货币政策的短期中介指标 

第三节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 

一、配合的基础 

二、配合模式 

第四节  货币政策效应 

一、货币政策时滞 

二、微观主体预期的对消作用 



三、透明度和取信于公众问题 

第八章  汇率理论 

第一节  汇率理论的历史脉络 

一、汇率理论的研究内容 

二、汇率理论的发展 

1.  国际借贷说 

2.  购买力平价说 

3.  汇兑心理说 

4.  货币分析说 

5.  金融资产说 

第二节  汇率制度安排 

一、汇率制度的概念和内容 

二、汇率制度的种类 

三、各种汇率安排的优劣 

四、汇率制度选择的理论依据 

第九章  国际货币体系 

第一节  国际货币体系概述 

一、国际货币体系的含义与构成 

1.  国际汇率体系 

2.  国际收支和国际储备资产 

3.  国别经济政策与国际经济政策的协调 

二、国际货币体系的作用 

第二节  国际金本位体系 

一、国际金本位的特点 

1.  黄金充当国际货币 

2.  严格的固定汇率制 

3.  国际收支的自动调节机制 



二、国际金本位体系的历史地位 

第三节  布雷顿森林体系 

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内容 

1.  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汇率平价体系(双挂钩机制) 

2.  美元充当国际货币 

3.  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国际金融机构，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 

4.  多种渠道调节国际收支不平衡 

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及其原因 

1.“特里芬难题” 

2.  汇率体系僵化 

3.  IMF 协调解决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能力有限 

三、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评价 

第四节  牙买加体系 

一、牙买加协定的主要内容 

1.  汇动汇率合法化 

2.  黄金非货币化 

3.  增强 SDRs 的作用 

4.  提高 IM F 的清偿力 

5.  扩大融资 

二、牙买加体系的运行 

1.  储备多元化 

2.  汇率安排多样化 

3.  多种渠道调节国际收支 

三、对牙买加体系的评价 

1.  牙买加体系的积极作用 

2.  牙买加体系的缺陷 

第五节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一、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脆弱性 

1.  汇率制度的脆弱性 

2.  多元化货币储备体系的不稳定性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缺乏独立性和权威性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进展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 

2.  区域合作机制的建立 

第十章  内外均衡理论 

第一节  内外均衡理论的基本思想 

一、米德内外均衡理论的基本内容 

二、实践中各国追求内外均衡的具体做法及原因 

第二节  蒙代尔的“政策配合说” 

第三节  我国内外均衡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