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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学习《现代货币银行学教程》的习题与解答，

与《现代货币银行学教程》配套，全书共分九章。为使读

者尽快、全面掌握该教程的知识，本书各章采用判断题、

选择题、名词解释、问答题、论述题、计算题等各种题型，

内容覆盖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原理几个方面。在题

目之后，配有较详尽的解答，对读者掌握现代货币银行学

理论、培养实际运用能力较有帮助。本书既可单独阅读，

也可与《现代货币银行学教程》配套阅读，是学习现代货

币银行学较好的参考书。



目　　录

第一章　货币与货币制度 １……………………………………………
第一节　习题 １……………………………………………………
第二节　习题答案 ５………………………………………………

第二章　信用和利率 １７………………………………………………
第一节　习题 １７…………………………………………………
第二节　习题答案 ２１……………………………………………

第三章　金融市场 ３７…………………………………………………
第一节　习题 ３７…………………………………………………
第二节　习题答案 ４３……………………………………………

第四章　商业银行 ６８…………………………………………………
第一节　习题 ６８…………………………………………………
第二节　习题答案 ７４……………………………………………

第五章　中央银行 １０６…………………………………………………
第一节　习题 １０６…………………………………………………
第二节　习题答案 １１１……………………………………………

第六章　金融抑制、深化和创新 １５３…………………………………
第一节　习题 １５３…………………………………………………
第二节　习题答案 １５７……………………………………………

第七章　货币理论（上） １６９……………………………………………
第一节　习题 １６９…………………………………………………
第二节　习题答案 １７３……………………………………………



第八章　货币理论（中） １９０……………………………………………
第一节　习题 １９０…………………………………………………
第二节　习题答案 １９６……………………………………………

第九章　货币理论（下） ２１４……………………………………………
第一节　习题 ２１４…………………………………………………
第二节　习题答案 ２１８……………………………………………

２ 现代货币银行学教程习题指南（第三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书书书

第一章　货币与货币制度

第一节　习　　题

（一）判断题

１．在金本位制下，由于金币可以自由铸造，所以其价值与本身
的金属价值是不一致的。（　　）

２．信用货币是银行对货币持有人的负债，是由政府投放到流通
领域中去的。（　　）

３．信用货币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可以发挥世界货币功能。
（　　）

４．由于辅币的有限法偿性，用辅币向国家缴税也是受数量限制
的。（　　）

５．每个国家货币层次的划分是基本一致的。（　　）

６．任何货币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本身具有价值。（　　）

７．金融工具的流动性越强，其收益越高。（　　）

８．在金属货币制度下，本位币可以自由铸造与自由熔化。
（　　）

９．金银复本位制是以金银为货币金属，只铸造和流通金银币的
货币制度。（　　）

１０．金本位制崩溃的直接原因是经济危机。（　　）

１１．信用货币主要包括银行支付委托书、纸币、发货票等。（　　）



１２．信用货币是在信用关系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代替金属铸
币的货币符号。（　　）

１３．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必须是足值的货币。（　　）
（二）选择题

１．一种商品的价值表现在一系列商品上，这被称为　　　；当
一切商品的价值都在某一种商品上得到表现，这被称为　　　。

Ａ．简单的价值形式　　　　　　Ｂ．扩大的价值形式

Ｃ．一般价值形式　　　 Ｄ．货币形式

２．货币职能中，可以采用观念上的货币的有：　　　，必须采用
现实的货币的有：　　　，两者都可以采用的有：　　　。

Ａ．价值尺度　　 Ｂ．流通手段

Ｃ．贮藏手段　　 Ｄ．支付手段

Ｅ．世界货币

３．下列情况中，货币执行支付手段职能的有：　　　。

Ａ．偿还欠款 Ｂ．支付工资

Ｃ．支付货款 Ｄ．支付佣金

Ｅ．支付房租

４．货币执行世界货币的职能主要表现为：　　　。

Ａ．平衡国际收支差额 Ｂ．促进金融市场发展

Ｃ．促进全球化 Ｄ．购买手段

Ｅ．财富转移

５．某公司以延期付款方式销售给某商场一批商品，则该商场到
期偿还欠款时，货币执行　　　职能。

Ａ．支付手段 Ｂ．流通手段

Ｃ．购买手段 Ｄ．贮藏手段

６．货币制度的基本内容有：　　　。

Ａ．货币金属 Ｂ．货币单位

Ｃ．通货的铸造、发行和流通程序 Ｄ．金准备制度

７．金银复本位制包括以下三种货币制度，其中金银两种货币均
各按其所含金属的实际价值任意流通的货币制度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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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平行本位制 Ｂ．双本位制

Ｃ．跛行本位制

８．现代货币制度的主要特征是：　　　。

Ａ．通货是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具有无限法偿资格

Ｂ．纸币不与金银保持等价关系

Ｃ．货币是通过信用程序发行的

Ｄ．银行存款也是通货

Ｅ．纸币与黄金可以自由兑换

９．金币本位制的特点是：　　　。

Ａ．以黄金为币材

Ｂ．金币可以自由铸造与熔化

Ｃ．价值符号可以自由兑现金币

Ｄ．金银同时流通

Ｅ．黄金可以自由输出与输入

１０．广义货币包括：　　　。

Ａ．现金货币 Ｂ．非现金货币

Ｃ．定期存款 Ｄ．转账支票

１１．格雷欣法则是　　　法则。

Ａ．劣币驱逐良币 Ｂ．良币驱逐劣币

Ｃ．劣币良币并存 Ｄ．纸币铸币同时流通

１２．我国的现金货币包括：　　　。

Ａ．流通中的纸币 Ｂ．流通中的辅币

Ｃ．活期存款 Ｄ．定期存款
（三）名词解释

１．一般等价物

２．货币

３．货币流通规律

４．纸币

５．电子货币

６．黄金的非货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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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货币制度

８．本位币和辅币

９．货币的无限法偿和有限法偿

１０．金本位制

１１．货币供应量

１２．准货币

１３．金融资产的流动性

１４．Ｇｒｅｓｈａｍｓ　Ｌａｗ
（四）问答题

１．什么是货币的本质特征？它在商品经济中发挥着哪些主要
功能？并试举例说明之。

２．货币与普通商品有何共性与区别？

３．货币制度由哪些主要要素构成？

４．在我国，货币作为一种价值储藏，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是否比在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好？为什么？在哪个时期里你更愿意持有货币？

５．试分析下面各个因素的变化对现实购买力的影响：
（１）活期存款增加；
（２）现金增加；
（３）支票存款增加；
（４）定期存款增加。

６．为什么说纸币本位取代金本位是历史的进步？

７．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对商品交换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何种
影响？

８．货币作为价值贮藏手段，是如何调节货币流通的？信用货币
也有这项功能吗？

９．比较说明金银复本位制的三种形式。

１０．什么是金本位制下的金平价？金本位制下，汇率是如何稳
定的？

１１．信用货币的流通量是如何影响经济的？

１２．什么是货币流通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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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将１００元人民币存入商业银行活期账户，同时把１００元人民
币存入商业银行的储蓄存款账户，两种行为对Ｍ１ 和Ｍ２ 有无影响，
为什么？

１４．什么是信用货币？它产生的基础是什么？

１５．如何理解“货币代表着一种社会生产关系”？

１６．试从金本位制的特点，说明货币制度从金币本位制到金块
本位制及金汇兑本位制的演变，以及金本位制为不兑现的信用货币
制度所取代的原因。

１７．货币供应量是根据什么来划分层次的？为什么说货币供应
量层次的划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二节　习 题 答 案

（一）判断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二）选择题

１．Ｂ；Ｃ　２．Ａ；ＢＣ；ＤＥ　３．ＡＢＣＤＥ　４．ＡＤＥ　５．Ａ　
６．ＡＢＣＤ　７．Ａ　８．ＡＢＣ　９．ＢＣＥ　１０．ＡＢＣＤ　１１．Ａ　１２．ＡＢ

（三）名词解释

１．一般等价物：一切商品的价值都在某一商品上得到表现，这
种商品即是一般等价物。

２．货币：货币是商品交换发展的产物，是从商品世界中分离出
来的、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

３．货币流通规律：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在流通中所需的货币量
（Ｍ）取决于三个因素：① 待流通的商品数量（Ｔ）；② 商品价格（Ｐ）；

③ 货币流通速度（Ｖ）。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表述为：Ｍ＝ＰＴＶ
，这一

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存在于一切发生商品交换的地方。

４．纸币：是银行和政府发行，并依靠其信誉和国家权力强制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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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的价值符号，是一种不兑现的信用货币。

５．电子货币：是信用货币与电脑、现代通讯技术相结合的一种
新的货币形态，它通过电子计算机运用电子信号对信用货币实施储
存、转账、购买和支付，相比纸币、支票等货币形态更加快速、方便和
节约，目前主要形式有借记卡、储值卡、电子现金和电子支票。

６．黄金的非货币化：是指不兑现的信用货币———纸币代替黄金
成为本位币，黄金完全退出货币流通的现象。

７．货币制度：是指一个国家以法律形式规定的货币流通的组织
形式，简称币制。它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而逐步形成的，随
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变化，货币制度也不断演变。它的基本内容包括：
货币金属与货币单位；通货的铸造、发行与流通程序；金准备制度等。

８．本位币：是指按国家规定的货币单位所铸成的铸币，亦称
主币。

辅币：是主币以下的小额通货，供日常零星交易与找零之用。

９．货币的无限法偿：本位币的面值与实际金属价值是一致的，
是足值货币，国家规定它有无限支付的能力，不论支付额有多大，出
售者和债权人都不得拒绝接受。

货币的有限法偿：辅币一般用较贱金属铸造，其所包含的实际
价值低于名义价值，是不足值货币，但国家规定在一定限额内，辅币
可以与主币自由兑换，即有限法偿。

１０．金本位制：是指以黄金作为本位货币的货币制度。其主要
形式有：金币本位制、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通常所说的金
本位制是指金币本位制。

１１．货币供应量：是指一国在一定时点为社会经济运转服务的
货币存量总额，它由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供应的存款货币
和现金货币两部分构成。

１２．准货币：又叫近似货币（ｑｕａｓｉ－ｍｏｎｅｙ），是一种以货币计值，
虽不能直接用于流通，但可以随时转换成通货的资产。准货币虽不
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但因可随时转化为现实的货币，故对货币流通
有很大影响，是一种潜在货币。

６ 现代货币银行学教程习题指南（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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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金融资产的流动性：也称“货币性”，是指一种金融资产能迅
速转换成现金而对持有人不发生损失的能力，即变为现实的流通手
段和支付手段的能力，也称变现力。

１４．Ｇｒｅｓｈａｍｓ　Ｌａｗ：即格雷欣法则，又称“劣币驱逐良币规律”。
在金银双本位制下，金银两种货币按国家规定的法定比例流通，结果
官方的金银比价与市场自发金银比价平行存在。当金币与银币的实
际价值与名义价值相背离，从而使实际价值高于名义价值的货币（即
所谓“良币”）被收藏、熔化而退出流通，实际价值低于名义价值的货
币（即所谓“劣币”）则充斥市场，即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

（四）问答题

１．什么是货币的本质特征？它在商品经济中发挥着哪些主要
功能？

答：货币是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并体现一定的
社会生产关系。这就是货币的本质的规定。

货币在商品经济中的职能是货币本质的具体表现，是商品交换
所赋予的，也是人们运用货币的客观依据。在商品经济中，货币执行
着以下五种职能：

① 在表现和衡量其他一切商品和劳务的价值时，执行价值尺度职
能。在执行这个职能时，可以用观念上的而不需要现实的货币，它把商
品的价值表现为一定数量的货币。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就是价格。

② 在商品交换中充当交易的媒介，货币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
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必须是现实的货币。货币作为流通手段，改变
了商品交换的运动形式，使物物交换分解为买与卖两个环节，突破了
物物交换的局限性，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

③ 货币退出流通，贮藏起来被当作社会财富的一般代表，执行
贮藏手段职能。在足值的金属货币流通的情况下，货币作为贮藏手
段，具有自发调节货币流通的作用。而在信用货币流通的情况下，货
币不能自发地调节流通中的货币量。

④ 货币作为交换价值而独立存在，并伴随着商品运动而作单方
面转移，执行支付手段职能。支付手段职能是一切信用关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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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克服了现货交易的局限，极大地促进了商品交换；另一方面又
造成买卖进一步脱节，使商品经济的矛盾进一步复杂化。

⑤ 货币超越国界，在世界市场上发挥一般等价物作用时，执行
世界货币职能。世界货币职能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是货币的一个单
独的职能，它只是商品生产和交换超出国界，使货币的以上四种职能
在世界范围内延伸的结果。

货币的五种职能，各自具有相应的内涵与作用，但相互之间又紧
密相连。其中，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是两个基本职能，贮藏手段和支
付手段是在此基础上派生出来的，世界货币职能则是其他各个职能
在世界市场范围内发展的结果。

２．货币与普通商品有何共性与区别？
答：货币是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从货币起源中

可以看出，货币首先是商品，具有商品的共性，即都是用于交换的劳
动产品，都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然而，货币又是和普通商品不同的
特殊商品。

作为一般等价物，它具有两个基本特征：

① 货币是表现一切商品价值的材料。普通商品直接表现出其
使用价值，但其价值必须在交换中由另一商品来体现。货币是以价
值的体现物出现的，在商品交换中直接体现商品的价值。

② 货币具有直接同所有商品相交换的能力。普通商品只能以
其特定的使用价值去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因而不可能同其他一切
商品直接交换。货币是人们普遍接受的一种商品，是财富的代表，拥
有它就意味着能够去换取各种使用价值。

３．货币制度由哪些主要要素构成？
答：货币制度的主要构成要素包括：货币金属与货币单位，通货

的铸造、发行与流通程序，金准备制度等。

① 货币金属与货币单位。确定货币币材是建立货币制度的首
要步骤，选择什么样的本位币币材是建立货币制度的基础，选择什么
样的金属作为本位币的币材，就会构成什么样的货币本位制度。这
是由国家法律确立的，并受到客观经济发展需要的制约。规定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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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包括规定货币单位的名称和每一货币单位所包含的货币金属
量。规定货币单位及等分，货币就有了统一的价格标准。

② 通货的铸造、发行与流通程序。通货的铸造是指本位币与辅币
的铸造。本位币是按照国家规定的货币单位所铸成的铸币，亦称主币。
本位币具有无限法偿能力，即国家规定本位币具有无限支付的能力，不
论支付额多大，出售者和债权人都不得拒绝接受。同时，本位币可以自
由铸造、自行熔化，并且在流通中磨损超过重量公差的本位币可向政府
指定的单位超差兑换。辅币是主币以下的小额通货，供日常零星交易
与找零之用。辅币具有有限法偿性，国家以法令形式规定在一定限额
内，辅币可与主币自由兑换，辅币不能自由铸造，只准国家铸造，而且铸
币收入归国家所有，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③ 金准备制度。金准备制度就是一国货币稳定的基础。黄金储
备可以作为国际支付手段的准备金，也就是作为世界货币的准备金。

４．在我国，货币作为一种价值储藏，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是否比在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好？为什么？在哪个时期里你更愿意持有货币？
答：一种货币能否作为价值储藏的好办法，要看它是否具有保值

的功能。在我国，货币作为一种价值储藏，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要比在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末好，因为在８０年代，我国经济出现通货膨胀，物价持续
上涨，相同数量的货币能购买的实物商品数量减少，即货币的购买力下
降了，此时储藏货币就不具有保值的功能。因此，相比之下，更愿意在

６０年代持有货币，而８０年代则更偏向于持有实物资产。

５．试分析下面各个因素的变化对现实购买力的影响：
（１）活期存款增加；
（２）现金增加；
（３）支票存款增加；
（４）定期存款增加。
答：金融资产在流通中形成购买力的程度取决于该项资产的流

动性。即一种金融资产能迅速转换成现金而对持有人不发生损失的
能力，也就是变为现实的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能力，也称为变现
力。由于活期存款和现金可以直接作为流通手段使用，因而具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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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流动性；而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则流动性较低，需要转化为现金
或活期存款才能变为现实的购买力。所以：

（１）活期存款增加，会直接影响现实购买力，使现实购买力增加。
（２）现金和支票存款的增加，也会直接影响现实购买力，使现实

购买力增加。
（３）定期存款的增加，并不会影响现实购买力，它需要转化为现

金或活期存款才能影响现实的购买力。

６．为什么说纸币本位取代金本位是历史的进步？
答：在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货币的形式是不断发展的，由足值

的金属货币（如金币、银币）到足值的货币的代表（如纸币）到不可兑
现的信用货币，这个发展过程是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
然产物。

（１）金本位制为纸币本位制取代，从其自身的缺陷来讲，有其必
然性：

① 黄金的藏量和产量的有限性与商品生产和交换扩大的无限
性之间的矛盾，是金本位制崩溃的根本原因。货币流通规律要求在
货币流通速度一定的条件下，货币供应量要与社会商品价值总额相
适应。然而黄金的产量与存量有限，远远跟不上资本主义商品经济
的飞速发展。尽管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
缓和了这个矛盾，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它。

② 金本位制下的货币价值稳定只是相对的。黄金本身的价值受
黄金的劳动生产率变化的影响，而且黄金的相对价值还要受黄金供求
状况的影响。这使金本位制下的币值稳定与物价稳定都是相对的。

③ 在金本位制度下，黄金可以在国与国之间自由流动，使各国
经济紧密相连，因而不利于各国实行独立的经济政策。

（２）同时，纸币本位制能够取代金本位制，也是有其自身的深刻
原因的：

① 在金属货币流通的情况下，由于种种原因，铸币的名义价值
会与实际价值相背离，而这并不影响它执行货币职能，于是产生了以
不足值的价值符号取代金属货币来执行货币职能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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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在货币形式发展过程中，货币是商品这一要求逐渐被淡忘，
纸币可以继续发挥货币的主要功能。

由此可以看出，纸币本位取代金本位反映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规
律，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是历史的进步。

７．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对商品交换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何种
影响？

答：货币作为流通手段，改变了过去物物交换的运动公式，即

Ｗ—Ｗ。货币出现后，商品交换分为卖和买两个环节，即Ｗ—Ｇ 和

Ｇ—Ｗ，冲破了原来物物交换的许多局限性，如交换双方对使用价值
的需求一致、交换的时间地点一致等，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另一
方面，也使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联系和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更加
复杂化了。因为商品交换分为卖和买两个环节，可能会引起买卖脱
节，使得社会分工形成的生产者相互依赖的链环有中断的可能，孕育
着经济危机。

８．货币作为价值贮藏手段，是如何调节货币流通的？信用货币
也有这项功能吗？

答：在足值的金属货币流通的情况下，货币作为贮藏手段，具有
自发调节货币流通的作用。当流通中的货币量大于商品流通所需要
的货币量时，多余的货币就会退出流通领域；当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
量不足时，贮藏货币又会重新加入流通。贮藏货币就像蓄水池一样
自发地调节着流通中的货币量，使它与商品流通相适应。信用货币
则不存在这种贮藏功能，因为货币的贮藏手段是以金属货币为前提
的，即只有在金属货币流通的条件下，货币才能自发地进出流通领
域，发挥蓄水池的作用。如果通货膨胀水平较低，并且预期通货膨胀
水平也很低，信用货币是可以被“贮藏”起来的，但这种暂歇在居民手
中的货币不是贮藏货币，它仍是计算在市场流通量之中的，这样，信
用货币也就不能自发调节流通量中的货币量，贮藏手段职能实际上
也就不存在了。

９．比较说明金银复本位制的三种形式。
答：金银复本位制按金银两种金属的不同关系分为平行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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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双本位制和跛行本位制。它们都是以金和银同时作为币材的货
币制度。

在平行本位制下，金银两种货币可自由铸造，并且均各按其所含
金属的实际价值任意流通。国家不固定金银两种货币之间的兑换比
例，而由市场上自发形成的金银比价自行确定金币与银币的比价，因
此汇率极不稳定。

在双本位制下，金银两种货币也可自由铸造，国家按照市场上的
金银比价为金币和银币确定固定的兑换比率，金银两种货币按法定
比例流通。在双本位制下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在跛行本位制下，金币可自由铸造而银币不允许自由铸造，并且
金币与银币以固定的比例兑换。跛行本位制是由复本位制向金本位
制过渡的一种中间形式。

１０．什么是金本位制下的金平价？金本位制下，汇率是如何稳
定的？

答：在实行金本位制的国家之间，其汇率是根据两国货币的黄
金含量计算出来的，称为金平价。在金本位制下，金币可以自由铸
造、自由熔化，黄金可以自由输入、输出。由于供求关系等因素会导
致市场汇率偏离金平价，当该市场汇率达到黄金输出、输入点时，黄
金就会在外汇市场不均衡引起的利益驱动下在金本位制国家之间自
由输出、输入，从而影响供求关系，稳定外汇汇率，将汇率控制在黄金
输出、输入点之间。

１１．信用货币的流通量是如何影响经济的？
答：信用货币是银行对货币持有人的负债，通过银行放款程序流

入到流通领域中去。如果银行放松银根，如通过降低贴现率、存款准备
金率，在证券市场上公开买入证券等措施增加货币供给量，如果信用货
币投放过多，就可能出现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如果紧缩银根，如通过提
高贴现率、存款准备金率，在证券市场上公开卖出证券等措施减少货币
供给量，就可能出现通货紧缩、物价下跌。信用货币流通量的多少能够
影响经济的发展，因此，国家对银行信用加以调控，以达到其政策目
的，保证货币流通量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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