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大学文理学院 2023 年“专升本”

《金融学》考试大纲

一、考试科目名称：《金融学》

二、考试方式：笔试、闭卷

三、考试时间：90分钟

四、试卷结构

总分100分，本考试由五个部分组成，名词解释占20%；

单项选择题占20%；简答题占30%；判断题占10%；论述题占

20%。

五、参考书目

《金融学》（第五版），黄达、张杰主编，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第五版。

六、考试的基本要求

本课程教学考核要求学生认识课程的性质、研究对象及

任务，掌握课程的基本内容、体系和结构；掌握金融学的基

本概念、基本理论及基本研究方法，对货币、信用、金融、

利率、外汇、汇率、金融机构、金融市场、货币供求及内外

均衡、金融宏观调控、金融监管等基本范畴、内在关系及其

运动规律有较系统的掌握；了解国内外金融问题的现状及热

点问题，掌握观察和分析金融问题的正确方法；具有辨析基

本金融理论和解决金融实际问题的能力。

七、考试范围

（一）货币与货币制度

初识货币；货币的起源；形形色色的货币；货币的职

能；货币的界说；货币制度。

（二）金融范畴的形成与发展

金融及其涵盖的领域；金融范畴的形成；金融范畴的界

定。

（三）信用与信用形式

信用及其与货币的联系；现代社会之前的信用；现代信



用活动的基础；现代信用的形式；银行信用与商业信用。

（四）利率及其决定

利息及其本质；利率及其种类；利率的决定；利率的作

用；利率的度量；利率的风险结构；利率的期限结构；货币

的时间价值。

（五）国际货币体系与汇率制度

国际货币体系；外汇与外汇管理；汇率与汇率制度；汇

率与币值、汇率与利率。

（六）金融中介体系

金融中介及其包括的范围；西方国家的金融中介体系；

我国金融中介体系；国际金融机构体系。

（七）商业银行

商业银行的产生和发展；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金融创

新；不良债权；存款保险制度；商业银行的负债业务；商业

银行的资产业务；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商业银

行的经营原则与管理。

（八）中央银行

中央银行的产生及类型；中央银行的职能；中央银行的

独立性问题；中央银行体制下的支付清算体系；金融业标

准。

（九）金融市场

金融市场及其要素；货币市场；资本市场；投资基金；

外汇市场与黄金市场；金融市场的国际化。

（十）货币需求、货币供给与货币均衡

货币需求理论的发展；货币需求面面观；货币供给及其

口径；货币供给的控制机制；货币均衡与非均衡；货币供求

与市场总供求。

（十一）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

通货膨胀及其度量；通货膨胀的社会经济效应；通货膨

胀的成因及其治理；通货紧缩。

（十二）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及其目标；货币政策工具、传导机制和中介指

标；货币政策效应；国债与货币供给；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的组合；汇率政策。

（十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金融与经济增长；金融压抑；金融自由化；金融排斥与

普惠金融。

（十四）金融脆弱性与金融危机

金融脆弱性；金融危机；中国的金融脆弱性与金融危

机。

（十五）金融监管

金融监管的界说和理论；金融监管体制；金融监管的国

际协调；我国的金融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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