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融学综合》考试大纲

第一章 货币与货币制度

第一节 初识货币

第二节 货币的起源

第三节 形形色色的货币

第四节 货币的职能

第五节 货币的界说

第六节 货币制度

第二章 国际货币体系与汇率制度

第一节 国际货币体系

第二节 外汇与外汇管理

第三节 汇率与汇率制度

第四节 汇率与币值、汇率与利率

第五节 汇率的决定

第三章 信用与信用形式

第一节 信用及其与货币的联系

第二节 现代社会之前的信用

第三节 现代信用活动的基础

第四节 现代信用的形式

第四章 利率及其决定

第一节 利 息

第二节 利率及其种类

第三节 利率的决定

第四节 利率的作用



第五节 利率的度量

第六节 利率的风险结构

第七节 利率的期限结构

第五章 金融范畴的形成与发展

第一节 金融及其涵盖的领域

第二节 金融范畴的形成

第三节 金融范畴的界定

第六章 金融中介体系

第一节 金融中介及其包括的范围

第二节 西方国家的金融中介体系

第三节 我国金融中介体系

第四节 国际金融机构体系

第七章 存款货币银行

第一节 存款货币银行的产生和发展

第二节 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

第三节 金融创新

第四节 不良债权

第五节 存款保险制度

第六节 商业银行的负债业务

第七节 商业银行的资产业务

第八节 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

第九节 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与管理

第八章 中央银行与金融基础设施

第一节 中央银行的产生及类型



第二节 中央银行的职能

第三节 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问题

第四节 金融基础设施

第五节 中央银行体制下的支付清算体系

第六节 金融业标准

第九章 金融市场

第一节 金融市场及其要素

第二节 货币市场

第三节 资本市场

第四节 证券价格与证券价格指数

第五节 资本市场的效率

第六节 衍生工具市场

第七节 投资基金

第八节 外汇市场与黄金市场

第九节 风险投资与创业板市场

第十节 金融市场的国际化

第十章 资产组合与资产定价

第一节 风险与资产组合

第二节 证券价值评估

第三节 资产定价模型

第四节 期权定价模型

第十一章 金融体系结构

第一节 金融体系与金融功能

第二节 金融体系的两种结构



第三节 对存款货币银行的再论证

第四节 金融体系结构的演进趋势

第十二章 现代货币的创造机制

第一节 现代的货币都是信用货币

第二节 存款货币的创造

第三节 中央银行体制下的货币创造过程

第四节 对现代货币供给形成机制的总体评价

第十三章 货币需求、货币供给与货币均衡

第一节 货币需求理论的发展

第二节 中国对货币需求理论的研究

第三节 货币需求面面观

第四节 货币需求分析的微观角度与宏观角度

第五节 货币供给及其口径

第六节 货币供给的控制机制

第七节 货币供给是外生变量还是内生变量

第八节 货币均衡与非均衡

第九节 货币供求与市场总供求

第十节 我国对均衡境界的追求和理论探索

第十四章 开放经济的均衡

第一节 国际收支

第二节 国际收支的调节

第三节 国际储备

第四节 国际资本流动

第五节 对外收支与货币均衡



第六节 对外收支与市场总供求

第十五章 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

第一节 通货膨胀及其度量

第二节 通货膨胀的社会经济效应

第三节 通货膨胀的成因及其治理

第四节 通货紧缩

第十六章 货币政策

第一节 货币政策及其目标

第二节 货币政策工具、传导机制和中介指标

第三节 货币政策效应

第四节 财政收支与货币供给相互联系的历史演变

第五节 国债与货币供给

第六节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组合

第七节 汇率政策

第八节 开放条件下货币政策的国际传导和政策协调

第十七章 货币经济与实际经济

第一节 两分框架

第二节 虚拟资本

第三节 货币中性抑或非中性

第十八章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第一节 金融与经济增长

第二节 金融压抑

第三节 金融自由化

第四节 中国金融改革



第十九章 金融脆弱性与金融危机

第一节 金融脆弱性

第二节 金融危机

第三节 中国的金融脆弱性与金融危机

第二十章 金融监管

第一节 金融监管的界说和理论

第二节 金融监管体制

第三节 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

第四节 银行监管的国际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