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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专业综合》考试大纲 

 

一、考试的基本要求  

《金融学综合》包括《金融学》和《金融市场学》两部分内容。《金融学》

要求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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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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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学》要求学生对金融

市场学领域的总体轮廓建立初步认识，掌握比较完整的学习金融市场学的基

本概念、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包括金融市场的构成与功能、货币市场、

资本市场、外汇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有效市场假说等金融市场学领域重

要而基本的问题，为以后的进一步学习、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奠定坚实的基

础。 

二、考试方式、试卷成绩及考试时间、试卷内容结构、题型大致比例 

1.考核方式：闭卷考试。 

2.试卷成绩及考试时间：本试卷满分为 200分，考试时间为 150分钟。 

3.试卷内容结构：《金融学》约占 150分，《金融市场学》约占 50分。 

4.题型大致比例：单项选择题 15%；判断题 10%；名词解释 10%，计算题

10%；简答题 30%；论述题 25%。 

三、考试内容及考试要求  

 

第一部分《金融学》 

第一章 货币与货币制度 

一、考试内容 

（一）货币的起源与发展 

货币的定义、货币的起源、货币的形态。 

（二）货币的本质与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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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本质、货币的职能。 

（三）货币制度 

货币制度及其形成、货币制度的基本内容、货币制度的演进。 

（四）货币的层次 

货币层次划分的依据与目的、西方国家的货币层次划分、我国货币层次

划分。 

二、考试要求 

本章重点考察学生对货币、货币形态、货币本质、货币职能、货币制度

等基础概念与理论的掌握程度。 

 

第二章 信用 

一、考试内容 

（一）信用概述 

信用的含义及其产生、信用的特征、信用的经济职能。 

（二）信用形式 

商业信用、银行信用、国家信用、消费信用、民间信用、国际信用。 

二、考试要求 

本章重点考察信用的概念，信用产生的基础，信用形式及其特点和优缺

点。 

 

第三章 利息和利息率 

一、考试内容 

（一）利息和利息率 

利息及其本质、利率及其分类、利率的决定、利率的作用。 

（二）货币的时间价值 

货币时间价值的定义、货币时间价值的来源、货币时间价值的计算。 

（三）人民币利率市场化改革 

利率市场化的含义、人民币利率市场化。 

二、考试要求 



 

3 

 

本章重点考察利息、利率等基本概念，利率分类，利息计算方法、人民

币利率市场化改革等内容。 

 

第四章 外汇和汇率 

一、考试内容 

（一）外汇和外汇储备 

外汇及其分类、外汇储备。 

（二）汇率及其决定 

汇率的概念、汇率的标价方法和种类、汇率的决定、影响汇率变动的主

要因素。 

（三）汇率制度 

汇率制度的含义、汇率制度的分类、汇率制度的比较与选择、人民币汇

率制度。 

二、考试要求 

本章重点考察外汇、汇率等基础概念及汇率制度与汇率决定等内容。 

 

第五章 金融机构 

一、考试内容 

（一）金融机构概述 

金融机构的含义与分类、金融机构的基本功能。 

（二）我国的金融机构体系 

银行类金融机构体系、非银行类金融机构体系、监督管理类金融机构、

互联网金融机构。 

（三）国际金融机构体系 

全球性国际金融机构、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 

二、考试要求 

本章重点考察各级金融机构体系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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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商业银行 

一、考试内容 

（一）商业银行概述 

商业银行的产生与发展、商业银行的性质与职能、商业银行的组织制度。 

（二）商业银行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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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和管理理论 

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商业银行的管理理论。 

（四）存款保险制度 

存款保险制度的主要内容、存款保险制度的作用、存款保险制度带来的

问题、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 

二、考试要求 

本章重点考察商业银行的产生与发展、商业银行的业务、商业银行经营

体制与经营管理、存款保险制度等重要内容。 

 

第七章 中央银行 

一、考试内容 

（一）中央银行的产生和发展 

中央银行产生的必要性、中央银行的发展。 

（二）中央银行的职能、类型与独立性问题 

中央银行的职能、中央银行的类型、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问题。 

（三）中央银行的业务 

中央银行的负债业务、中央银行的资产业务、中央银行的其他业务、中

央银行体制下的支付清算系统。 

二、考试要求 

本章重点考察中央银行的产生与发展、中央银行的职能、中央银行的独

立性、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业务、清算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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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理财规划基础与理财产品比较 

一、考试内容 

（一）理财规划概述 

理财与理财规划业务的产生与发展、理财规划内涵界定、理财规划的总

体目标、理财规划的具体目标、理财规划的原则。 

（二）理财规划的内容与流程 

理财规划的内容、生命周期理论与家庭理财规划、理财规划的流程。 

（三）理财规划工具及其比较 

储蓄、共同基金、商业保险、固定收益证券、股票、期货、对冲基金、

私募股权基金、外汇、黄金、法律、个人信托。 

二、考试要求 

本章重点考察理财规划的目标和原则、内容和流程，以及金融市场上主

要金融理财产品。 

 

第九章 货币供求与货币均衡 

一、考试内容 

（一）货币需求概述 

货币需求的含义和分类、货币需求的主要决定因素。 

（二）货币需求理论 

古典学派的货币需求理论、马克思的货币需求理论、凯恩斯学派和后凯

恩斯学派的货币需求理论、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理论。 

（三）货币供给概述 

货币供给与货币供给量、货币供给的理论模型。 

（四）货币供给的运行机制 

现金运行机制、原始存款和派生存款、存款货币的创造和紧缩过程、存

款货币创造的制约因素。 

（五）货币供给调控机制 

货币供给调控机制的组成、货币供给调控机制的方式、货币供给的内生

论和外生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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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货币均衡及其理论模型 

货币均衡与非均衡的含义、货币均衡与总供求平衡、货币均衡的影响因

素、货币均衡的理论模型。 

（七）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 

通货膨胀的内涵、度量及其类型、通货膨胀的社会经济效应、通货膨胀

的成因与治理、通货紧缩。 

二、考试要求 

本章重点考察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的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货币供给运

行机制和调控机制，货币均衡及理论模型，通货膨胀的内涵、度量、成因、

治理和社会经济效应。 

 

第十章 货币政策 

一、考试内容 

（一）货币政策及其目标 

货币政策的含义及其构成要素、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货币政策最终目

标之间的矛盾与统一、货币政策目标的抉择。 

（二）货币政策工具 

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其他货币政策工具。 

（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中介指标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含义、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

论。 

（四）货币政策效应 

货币政策时滞、影响货币政策效应的因素、货币政策与其他政策的配合。 

二、考试要求 

本章重点考察货币政策概念及目标体系，货币政策中介指标、传导机制、

政策工具、政策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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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一、考试内容 

（一）金融与经济增长 

金融发展的内涵与衡量指标、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二）金融压抑与金融自由化 

金融压抑的含义及其原因、金融自由化的内涵、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

化。 

（三）金融排斥与普惠金融 

金融排斥、普惠金融的内涵、普惠金融的障碍、普惠金融发展的提升措

施。 

二、考试要求 

本章重点考察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关系与理论。 

 

第十二章 金融创新、金融脆弱性与金融危机 

一、考试内容 

（一）金融创新概述 

金融创新的定义、金融创新的动因、金融创新的内容、当代金融创新的

特征。 

（二）金融科技 

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金融、互联网金融。 

（三）金融风险与金融脆弱性 

金融脆弱性的内涵、金融危机、金融脆弱性与金融危机的关联性。 

二、考试要求 

本章重点考察金融创新、金融脆弱性、金融危机及其防范等基本知识。 

 

第十三章 金融监管 

一、考试内容 

（一）金融监管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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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的内涵和要素、金融监管的原则与目标、金融监管成本、金融

监管收益与边界。 

（二）金融监管体制的类型 

金融监管体制的定义、金融监管体制的分类。 

（三）我国的金融监管 

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构成。 

（四）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与合作 

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组织、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巴塞尔协议、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 

二、考试要求 

本章重点考察金融监管的含义、金融监管体制、我国金融监管改革及金

融监管的国际协调与合作等相关内容。 

 

第二部分《金融市场学》 

 

第一章 金融市场导论 

一、考试内容 

（一）金融市场概述 

金融市场概念，金融市场与金融资产，金融风险，金融市场的经济功能，

金融市场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二）金融市场要素 

金融市场的主体，金融市场投资主体机构化，金融市场的客体。 

（三）金融市场的构成与分类 

金融市场按标的物分类，金融市场按中介特征分类，金融市场按金融资产

的发行和流通特征分类，金融市场按成交与定价的方式分类，金融市场按有

无固定场所分类，金融市场按地域分类。 

（四）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 

金融全球化，金融自由化，金融工程化，资产证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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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试要求 

本章重点考察金融市场的概念、金融市场的经济功能、金融市场的构成

与分类方法以及金融市场的要素等相关内容。 

 

第二章 货币市场 

一、考试内容 

（一）同业拆借市场 

同业拆借市场的演进，同业拆借市场的交易机制，同业拆借市场的参与

者，同业拆借市场的利率及期限，同业拆借市场的特点，同业拆借市场的作

用。 

（二）票据市场 

票据概述，商业票据市场，银行承兑票据市场，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市场。 

（三）回购市场 

回购协议的交易机制，回购市场的交易定价及风险，回购市场的利率决定。 

（四） 短期政府债券市场 

政府短期债券，政府短期债券的发行，政府短期债券的市场特征，国库券收

益的计算。 

（五）货币市场基金 

货币市场基金的市场运行，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方向。 

二、考试要求 

本章重点考察不同货币市场的交易机制、定价机制和特征，各个货币市

场发展的现状。 

第三章 资本市场 

一、考试内容 

（一）股票市场 

股票的概念和种类，股票的一级市场，股票的二级市场，股价指数，中国多

层次资本市场结构。 

（二）债券市场 

债券的概念与种类，债券的一级市场，债券的二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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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私人权益资本市场 

私人权益资本市场的发展概况，私人权益资本市场的结构分析，私人权益资

本市场的运行，发展私人权益资本市场的意义。 

（四） 投资基金 

投资基金的概念、特点与分类，投资基金的设立和募集，投资基金的运作与

投资。 

二、考试要求 

本章重点考察资本市场的概念及分类，股票和债券的概念和种类以及股

票、债券的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投资基金的概念、种类及运作等相关内容。 

 

第四章 外汇市场 

一、考试内容 

（一）外汇市场概述 

外汇与汇率，外汇市场的含义，当代外汇市场的特点，外汇市场的作用。 

（二）外汇市场运作 

外汇市场的参与者，外汇市场交易的三个层次，导致外汇市场汇率波动的主

要因素。 

（三）外汇市场的交易方式 

即期外汇交易，远期外汇交易，掉期交易，套汇交易。 

（四） 汇率决定的主要理论 

购买力平价说，利率平价说，国际收支说，资产市场说。 

二、考试要求 

本章重点考察外汇市场的基本运作方式，导致汇率波动的主要因素，外

汇市场的交易方式，汇率决定的主要理论。 

 

第五章 创业风险投资市场 

一、考试内容 

（一）创业风险投资概述 

创业风险投资的含义，创业风险投资的特征，创业风险投资的功能，创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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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投资的意义。 

（二）创业风险投资的运作方式 

创业风险投资的构成要素，创业风险投资的组织形式，创业风险投资的阶

段划分，创业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 

（三）国外创业风险投资市场 

美国的创业风险投资市场，欧洲的创业风险投资市场，日本的创业风险投

资市场，以色列创业风险投资。 

（四）我国的创业风险投资市场 

中国创业风险投资发展历程，中国创业风险投资的主要运作模式，发展方向。  

二、考试要求 

本章重点考察创业风险投资的概念、功能、意义，创业风险投资的具体

运作方式等相关内容。 

 

第六章 金融衍生工具市场 

一、考试内容 

（一）金融衍生工具概述 

金融衍生工具的定义及种类，金融衍生工具的特点，金融衍生工具的产生与

发展。 

（二）金融远期市场 

远期利率协议的概念，远期利率的重要术语和交易流程，远期利率协议结算

金的计算，远期利率协议的功能，金融远期市场的特点。 

（三）金融期货市场 

金融期货合约的定义及其主要内容，金融期货交易的特点，金融期货交易的

种类，期货合约与远期合约的区别，金融期货市场的功能。 

（四） 金融期权市场 

金融期权合约的含义及种类，金融期权的特征，金融期权价格的决定，期权

交易策略。 

（五）互换市场 

金融互换概述，金融互换产生的理论基础，金融互换的种类，金融互换的功



 

12 

 

能。 

二、考试要求 

本章重点考察不同衍生工具的定义，金融远期、期货、期权及互换的不

同特点，远期和期货的区别，互换的基本内容等。 

 

第七章 效率市场理论 

一、考试内容 

（一）效率市场假说的概念及其假设条件 

（二）效率市场假说的类型 

（三）效率市场假说的实证检验 

弱式有效市场假设的实证检验，半强式有效市场假设的实证检验，强式有效

市场假设的实证检验。 

（四） 效率市场理论的发展 

二、考试要求 

本章重点考察效率市场的概念、假设条件以及类型，弱式、半强式和强

式有效市场假设的实证检验。 

 

四、参考教材 

《金融学》，刘赛红，颜伟编著，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20年 1月。 

《现代金融市场学》，张亦春编著，中国金融出版社，2021年 1月。 

 

五、考试参考题型及分值分布： 

考试题型 分值 题量 
单选题 30 每小题 2分，15小题 
判断题 20 每小题 2分，10小题 
名词解释 20 每小题４分， 5小题 
计算题 20 每小题 10分，2小题 
简答题 60 每小题 10分，6小题 
论述题 50 每小题 25分，2小题 
合计 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