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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 2  金融危机的类型★★★ 

考点 3  次贷危机 

 

考点 1  金融危机的含义 

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金融危机的发生，具有

特点： 

l 频繁性 

l 广泛性 

l 传染性 

l 严重性 

 

【习题演练】 

【多选题】（2022）金融危机的特点（  ）。 

A.频繁性 

B.广泛性 

C.传染性 

D.严重性 

E.集中性 

答案：ABCD  

解析：金融危机的发生具有频繁性、广泛性、传染性和严重性等特点。 

 

考点 2   金融危机的类型 

① 债务危机 

  含义 又称为支付能力危机，即一国的债务不合理，无法按期偿还，最终引发的

危机。（ 它一般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发生债务危机的国家的特征 1）出口不断萎缩，外汇主要来源于举借外债； 

2）国际债务条件对债务国不利； 

3）大多数债务国缺乏外债管理经验，外债投资效益不高，创汇能力低。 

②货币危机 

货币大幅贬值。 

在实行固定汇率制或带有固定汇率制色彩的钉住汇率安排的国家，容易出现其货币内外价值脱节的问题，

通常反映为本币汇率高估。 

发生危机国家的汇率政策的共同特点在于其钉住汇率安排。 

③流动性危机 

流动性可以分为两个层面： 

流动性危机是由流动性不足引起的 

1）国内流动性危机； 

2）国际流动性危机。 

当国内金融机构出现流动性不足的问题时，央行可以发挥最后贷款人的作用，避免“挤兑”可能造成的大

范围银行危机。在国际流动性不足的情况下，像 IMF 之类的国际组织应当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 

④综合性金融危 

含义 通常是几种危机的结合。 

现实中的金融危机都是综合性金融危机。 

综合性金融危机分为： 外部综合性金融危机； 

内部综合性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诱因则又有所不同，在危机发生之前，财政赤字和国内宏观经济状况表现良好，两

者都不能解释危机的形成。是市场信心的变化导致了危机的自我实现。一方面，由制度上的道德风险所积累

的金融风险如果超过了市场所能承受的程度，由此产生的不良资产只能靠财政注资解决，从而对财政造成巨

大压力，形成隐性的财政赤字；另一方面，银行体系流动性不足，容易导致恐慌性的资金冲击。 

英镑危机 

英国没有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历史,筹集外汇也不是问题，但此时政府的偏好具有决定意义。从政府的角度

看，当市场出现强烈的贬值预期时，由于国内存在高失业率，使得维持钉住汇率的成本远大于收益，因此政

府放弃钉住汇率制，导致危机发生 

 

【习题演练】 

【单选题】关于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诱因的说法，错误的是（ ）。 

A.制度上的道德风险累积金融风险 

B.财政赤字和高失业率 

C.银行体系流动性不足 

D.市场信心的变化导致危机的自我实现 

答案：B 

解析：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诱因则又有所不同，在危机发生之前，财政赤字和国内宏观经济状况表现良

好，两者都不能解释危机的形成是市场信心的变化导致了危机的自我实现。一方面，由制度上的道德风险所

积累的金融风险如果超过了市场所能承受的程度，由此产生的不良资产只能靠财政注资解决，从而对财政造

成巨大压力，形成隐性的财政赤字；另一方面，银行体系流动性不足，容易导致恐慌性的资金冲击。 

 

【单选题】关于 1992年英镑危机产生的原因的说法，正确的是（ ）  

A.英国信用扩张速度快  

B.英国财政赤字规模大  

C.英国债务结构不合理  

D.英国存在高失业率  

答案：D 

解析：英国没有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历史,筹集外汇也不是问题，但此时政府的偏好具有决定意义。从政府的

角度看，当市场出现强烈的贬值预期时，由于国内存在高失业率，使得维持钉住汇率的成本远大于收益，因

此政府放弃钉住汇率制，导致危机发生 

 

【单选题】从金融危机的类型来看，亚洲金融危机属于（ ）。 

A.债务危机 

B.次贷危机 

C.银行危机 

D.货币危机 

答案：D 

解析：从国际债务危机、欧洲货币危机到亚洲金融危机，危机主体的一个共同特点在于其钉住汇率制度。在

实行固定汇率制或带有固定汇率制色彩的钉住汇率安排的国家，容易出现货币危机。 

 

【单选题】（2023补）导致一国货币危机的原因是 (  ) 

A.实行钉住汇率制度 

B.外汇来源于举借外在 

C.采取“借短放长”的方式 

D.缺乏外债管理经验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货币危机。导致货币危机的原因是一国实行固定汇率制或带有固定汇率制色彩的钉住汇率安

排，导致其货币内外价值脱节，通常反映为本币汇率高估。 



 

考点 3   次贷危机 

定义 是指一场发生在美国，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

引起的金融风暴。 

次贷危机可以分

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债务危机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流动性危机； 

第三个阶段即信用危机。 

投资者对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金融活动产生怀疑，引发全球范围内的金融恐慌。 

口诀：摘流星 

 

【习题演练】 

【单选题】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各阶段的危机类型不包括（  ）。 

A.流动性危机 

B.货币危机 

C.债务危机 

D.信用危机 

答案：B 

解析：次贷危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债务危机阶段,即由于房地产价格下跌,利率上升,导致次级房

贷的贷款人不能按时还本付息而引发的危机；第二阶段是流动性危机由于债务危机导致相关金融机构流动性

不足,不能及时应付债权人变现的要求；第三阶段即信用危机投资者对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金融活动产生怀

疑,出发全球范围内的金融恐慌。 

 

【单选题】（2022）美国次贷危机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是（  ）。 

A.财政危机 

B.债务危机 

C.货币危机 

D.政府危机 

答案：B 

解析：次贷危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债务危机阶段；第二阶段是流动性危机；第三阶段即信用危

机。 

 

三、金融监管理论 

考点 1  金融监管的含义 

考点 2  金融监管的一般性理论★★ 

 

考点 1  金融监管的含义 

含义 金融监管或称金融监督管理，是指一国的金融管理部门为达到稳定货币、维护金融业正常秩序等

目的，依法对金融机构及其经营活动实施外部监督、稽核、检查和对其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处罚等

一系列行为。 

金融监管首先是从对银行的监管开始的，这和银行的一些特性有关： 

1）银行提供的期限转换功能； 

2）银行是整个支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票据的清算者，降低了交易的费用； 

3）银行的信用创造和流动性创造功能。 

关键词：流星创造，重要转换 

 

【习题演练】 

【多选题】金融监管首先是从银行进行整管开始的，这和银行的特性有关，这些特性主要包括（ ）。 

A.银行提供的期限转换功能 



B.银行的信用创造功能 

C.银行是整个支付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D.银行的风险创造功能 

E.银行的流动性创造功能 

答案：ABCE 

解析：金融监管首先是从对银行进行监管开始的。这和银行的一些特性有关：①银行提供的期限转换功能，

即银行在储蓄一投资转化过程中，为储蓄者提供短期资产和流动性，把储蓄集合起来，再根据投资者的需要

提供期限相对较长的负债和资金，从而实现期限转换；②银行是整个支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票据的

清算者，降低了交易的费用；③银行的信用创造和流动性创造功能这三大特性使得维持银行业的稳定性成为

必要。后来，人们发现非银行金融机构甚至是一些非金融企业和银行一样，在经营中面临的问题是有共性

的，从而进一步扩展到对整个金融业的监管。 

 

【单选题】（2023补）金融监管首先是从对银行进行监管开始的，这和银行的特性有关，其特性不包括

(  ）。 

A.银行提供的期限转换功能 

B.银行出现的时间最早 

C.银行是整个支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D.银行的流动性创造和信用创造功能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金融监管。金融监管首先是从对银行的监管开始的，这和银行的三大特性有关。①银行提供

期限转换功能;即银行在储蓄一投资转化过程中储蓄者提供短期资产和流动性，把储蓄集合起来再根据投资

者的需要提供期限相对较长的负债和资金。②银行是整个支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票据的清算者，降

低了交易的费用。③银行的信用创造和流动性创造功能。 

 

考点 2   金融监管的一般性理论 

①公共利益论 源于 20世纪 30年代美国经济危机，并且一直到 20世纪 60年代都是被经济学家所

接受的有关监管的正统理论。 

监管是政府对公众要求纠正某些社会个体和社会组织的不公平、不公正和无效率或

低效率的一种回应。 

②保护债权论 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需要金融监管； 

债权人包括存款人、证券持有人、投保人； 

存款保险制度就是这一理论的实践形式。 

③金融风险控制论 这一理论源于“金融不稳定假说”，认为银行的利润最大化目标促使其系统内増加有

风险的活动，导致系统内的不稳定性。 

这种不稳定性来源于银行的高负债经营、借短放长和部分准备金制度。 

④金融全球化对传统金融监管理论的挑战 

 

【习题演练】 

【单选题】根据“金融不稳定假说”，下列因素中，不会导致金融系统不稳定的是（ ）。 

A.银行开展现金服务业务 

B.部分准备金制度 

C.银行高负债经营 

D.借短放长 

答案：A 

解析：“金融不稳定假说”认为银行的利润最大化目标促使其系统内增加有风险的活动，导致系统内的不稳

定性。这种不稳定性来源于银行的高负债经营、借短放长和部分准备金制度。 

 

【单选题】（2022）根据保护债权论，需要保护（  ）等债权人的利益 



A.存款人 

B.抵押人 

C.担保人仪 

D.贷款人 

答案：A  

解析：保护债权论的观点是，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需要金融监管。所谓债权人，就是存款人、证券持有人

和投保人等。 

 

【单选题】（2022）根据银行不稳定性假说，银行系统内在的不稳定性来源于银行的（  ）。 

A.部分准备金制度 

B.内部道德风险 

C.借长放短 

D.低负债经营 

答案：A  

解析："金融不稳定假说"认为银行的利润最大化目标促使其系统内增加有风险的活动，导致系统内的不稳定

性。这种不稳定性来源于银行的高债经营、借短放长和部分准备金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