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部分  货币与金融 

 

考点：货币需求和货币供给 

货币需求 

交易方程式 

（费雪） 

剑桥方程式 

（庇古） 

流动性偏好 

（凯恩斯） 

现代货币数量说 

（弗里德曼） 

MV=PT π=
K×Y

M
 L=L1（Y）+L2（i） 

M/P=f（yP；w；rm，rb，

re，1/P·d P/d t ；u） 

货币量决定物价

（正） 

货币量与货币价值

（反） 

交易动机（Y 正） 

预防动机（Y 正） 

投机动机（i 负） 

财富总额：恒久性收入 

财富构成（物质和人力） 

T，V 稳定 强调贮藏货币 强调利率 
各种资产的预期收益和机会

成本 

货币量最活跃，物

价被动 
— 

建立在未来不确定性和收入

是短期资产假定之上 
其他因素 

 

货币供给 

M0=流通中货币   

M1=M0+单位活期存款 狭义货币供应量 

M2=M1+单位定期存款+个人存款+其他存款（财政存款除

外） 

广义货币量 

是研究宏观经济调控的重点 

准货币：单位定期存款+个人存款+其他存款（财政存款除外） 

中央银行掌握信用创造货币的功能 

商业银行具备扩张信用、创造派生存款的能力 

货币供应量的公式：M=B×K 

B（基础货币）=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 

 

社会融资规模：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资金 

（1）金融机构通过表内业务向实体经济提供的资金支持，包括人民币贷款和外币贷款。 

（2）金融机构通过表外业务向实体经济提供的资金支持，包括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未贴现的银行承兑 

汇票。 

（3）实体经济利用规范的金融工具、在正规金融市场所获得的直接融资，主要包括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 

筹资和企业债券融资。 

（4）以其他方式向实体经济提供的资金支持，主要包括保险公司赔偿、投资性房地产、小额贷款公司和 

贷款公司贷款。 

（5）政府部门在债券市场的融资，包括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地方政府一般债券。 

 

考点：数字人民币与支付账户余额的区别 

 数字人民币 支付账户余额 

债权关系 中央银行负债 支付机构负债 



信用背书关系 国家信用 商业信用 

法偿性 具有无限法偿性 不具有无限法偿性 

货币供应量 属于 M0 属于 M2 

 

考点：通货膨胀 

通

货

膨

胀

治

理 

紧缩的需求政

策 

紧缩性财政政策： 

①减少政府支出 

主要包括削减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 

②增加税收 

③发行公债 

口诀： 

减支增税 

紧缩性货币政策： 

①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②提高再贴现率 

③公开市场操作 

口诀： 

两升一卖出 

积极的供给政

策 

减税、削减社会福利开支、适当增加货币供给发展生产和精

简规章制度等 
三减一增 

 

考点：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重点） 

中央银行制度是最重要的现代经济制度之一，在国家金融制度体系中居于基础地位。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这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推进经济金融治理现代化、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指

明了重要方向和着力点。 

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是现代货币政策框架、金融基础设施服务体系、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体系和国际金融协

调合作治理机制的总和。 

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目标是建立有助于实现币值稳定、充分就业、金融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四大任务

的中央银行体制机制,管好货币总闸门，提供高质量金融基础设施服务，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管控外部溢

出效应，促进形成公平合理的金融治理格局。 

结合我国实际，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应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①坚持党中央对中央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②坚持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③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取向； 

④坚持全球化国际化方向； 

⑤坚持完善中央银行内部治理体系。 

 

考点：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 

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 

资产 负债 

•  国外资产 

•  对政府债权 

•  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 

•  对其他金融性公司债权 

•  对非金融性部门债权 

•  其他资产 

•  储备货币 

•  不计入储备货币的金融性公司存款 

•  发行债券 

•  国外负债 

•  政府存款 

•  自有资金 



•  总资产 •  其他负债 

•  总负债 

 

考点：货币政策 

货 币 政

策工具 

一 般 性

政 策 工

具 

法定存款准

备金率 

紧缩：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宽松：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①超额存款准备金掌控在商业银行手中 

②作用力度强 

③见效较慢，时滞较长。不适合经常采用 

再贴现 

紧缩：提高再贴现率   

宽松：调低再贴现率 

再贴现弹性相对大，作用力度相对缓和 

主动权操纵在商业银行手中 

公开市场操

作 

紧缩：卖出债券   

宽松：买入债券 

较灵活的金融调控工具。更具弹性和优越性 

 

货币 政

策工具 

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 消费者信用控制、不动产信用控制、优惠利率、预缴进口保证金等 

直接信用控制 利率最高限、信用配额、流动比率、直接干预等 

间接信用指导 道义劝告、窗口指导 

结构性政策工具 

（重要考点） 

长期性工具： 

支农再贷款，支小再贷款和再贴现 3 种 

阶段性工具： 

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抵押补充贷款，碳减排支持工具，支持煤

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科技创新再贷款，普惠养老专项再贷

款，和交通物流专项再贷款等 7 种 

 

我国结构性政策和西方非常规政策工具区别 

①政策目标不同，非常规货币政策是为了维持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结构性货币政策则是为了优化经济结

构。 

②政策背景不同，发达国家提出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时，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由于零利率下限约束而缺乏操

作空间；我国推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时传统货币政策工具仍有较大空间。 

③操作手段不同，非常规货币政策目标是压低中长期利率，通过资产购买等手段降低社会融资成本;结构性

货币政策操作手段主要是提供短期流动性支持。 

④对中央银行的影响不同，非常规货币政策导致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规模急剧膨胀;结构性货币政策不涉及

大规模资产购买,不会将中央银行暴露在严重的违约和市场风险中。 

 

考点：金融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国金融管理部门积极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幵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持续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有

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①发挥好货币政策总量调节和结构调节的双重功能，广义货币供应量年均增速与名义 CDP 年均增速基本匹



配，有力推动国民经济稳健发展。 

②宏观杠杆率总体保持平稳。 

③国民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为全球经济增长做出积极贡献。 

④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充分发挥金融支持绿色发展的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和市场定价三大功能 

⑤坚持创新驱动，人民银行设立科技创新再贷款，支持范围包括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国

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等科技企业，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高技

术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快速增长。 

⑥增强金融普惠共享，普惠小微贷款增量扩面。 

⑦创新金融服务全力支持打赢脱贫攻坚战,并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 

⑧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基本建立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考点：商业银行主要业务 

负债业务 资产业务 中间业务 

自有资金 

吸收存款 
票据贴现 结算业务 

借款业务：再贴现、向中央银行借款、同业拆借、

发行金融债券、国际货币市场借款、结算过程中

的短期资金占用等 

贷款业务 信托业务 

投资业务 租赁业务 

— 代理业务 

— 咨询业务 

 

考点：金融风险 

市场风险 
由于市场因素（如利率、汇率、股价以及商品价格等）的波动而导致的金融参与者

的资产价值变化的风险 

信用风险 由于借款人或市场交易对手的违约（无法偿付或无法按期偿付）而导致损失的风险 

流动性风险 金融参与者由于资产流动性降低而导致的风险 

操作风险 由于金融机构的交易系统不完善、管理失误或其他一些人为错误而导致的风险 

 

考点  金融监管方面重大调整 

金融监管体制 -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演变 

《方案》中与金融监管有关的内容主要包括： 

①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基础上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

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 

②深化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建立以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地方派出机构为主的地方金融监管体制，压实地

方金融监管主体责任； 

③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整为国务院直属机构； 

④统筹推进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改革； 

⑤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体制； 

⑥加强金融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统一规范管理。 

 



考点：影响汇率制度选择的因素 

影响汇率制度选择的因素 倾向于实行固定汇率制度 倾向于实行浮动汇率制 

①经济开放程度 经济开放程度越低 经济开放程度高 

②经济规模 经济规模越小 — 

③国内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及

其与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程度 
— 同国际金融市场联系密切 

④进出口贸易的商品结构和地

域分布 

进出口集中在某几种商品或

某一国家的国家 
进出口商品多样化或地域分布分散化 

⑤相对的通货膨胀率 — 
资本流出入较为客观和频繁，或国内通

货膨胀率与其他主要国家不一致的国家 

 

考点：国际货币体系变迁 

国际金本位制 布雷顿森林体系 牙买加体系 

铸币平价 可兑换黄金的美元本位 多元化的国际储备体系 

自发的固定汇率制 人为的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 多种汇率安排并存的浮动汇率体系 

市场汇率受外汇市场供求

关系的影响而围绕铸币平

价上下波动，波动幅度为黄

金输送点 

国际收支的调节 

短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信贷

资金 

长期：调整汇率平价 

国际收支的调节 

经常账户：汇率机制，利率机制，国际

金融市场融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调

节 

 

国际主要金融组织—世界银行 

世界银行集团的机构构成（多边投资开发机构） 

①国际复兴开发银行，1944 年成立，提供基于主权担保的债务融资； 

②国际金融公司，1956 年成立，提供不需要主权担保多种形式的融资，主要针对私人企业； 

③国际开发协会，1960 年成立，主要是向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国家提供长期优惠贷款，帮助这些国家发展经

济，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目的； 

④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1966 年成立，主要通过调停或仲裁的方式协助解决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

投资争端，以促进国际投资的发展； 

⑤多边投资担保机构，1988 年成立，主要通过向外国私人投资者提供包括征收风险、货币转移限制、违约

风险、战争和内乱风险等在内的政治风险担保，并通过向成员方政府提供投资促进服务，加强其吸引外资

的能力，从而促使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发展中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