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武汉学院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货币金融学》

考试要求

【一】考试对象

本大纲适用于报考武汉学院金融学专业专升本的考生。

【二】考试目标

专升本《货币金融学》考试旨在测试考生对本课程基本理论、

基本原理和金融工具等内容的掌握，不仅考查学生对基础知识点

的理解，还考查学生对知识的运用能力，能够综合运用相关理论

知识对金融市场的实际问题进行一般分析。最终选拔优秀高职高

专毕业生进入我校本科继续钻研学习。

【三】考试范围

本考试属于标准参考性学业水平选拔考试。考试内容以货币

金融学相关理论知识为基础，围绕货币，信用，利率，金融市场、

金融工具、商业银行、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及金融监管等内容展

开。

【四】考试方式

试卷采纳主观题与客观题相结合的形式。闭卷，笔试。试卷

总分值为 150 分。

【五】考试时长

90 分钟。

【六】考试内容

第一章 货币与货币制度

考试内容：货币的起源；货币的本质；货币的职能；货币的



计量；货币制度的构成与演变。

考核要求：

1.掌握：货币的本质；货币的职能；货币的计量。

2.了解：货币的起源； 货币制度的构成和演变。

第二章 信用与信用工具

考试内容：信用的概念；信用形式；信用工具；信用在现代

经济中的作用。

考核要求：

1.掌握：信用的概念；信用形式；信用工具。

2.了解：信用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

第三章 利息与利率

考试内容：利息的本质；利率的计算；利率的种类；利率的

影响因素；利率变动影响经济的途径；利率的期限结构；凯恩斯

的流动性偏好理论。

考核要求：

1.掌握：利息的本质；利率的种类；利率的计算；利率的影

响因素；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

2.了解：利率变动影响经济的途径；利率的期限结构。

第四章 金融市场

考试内容：金融市场的基础概念；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衍

生品市场的主要金融工具；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

考核要求：

1.掌握：金融市场的基础概念；货币市场；股票市场；债券

市场；金融期货市场；金融期权市场。



2.了解：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证券交易所。

第五章 商业银行

考试内容：商业银行的起源与演进；商业银行的性质及职能；

商业银行经营原则；商业银行的主要业务；商业银行资产、负债

管理理论。

考核要求：

1.掌握： 商业银行的性质及职能；商业银行经营原则；商

业银行的资产业务；负债业务；中间业务。

2.了解： 商业银行的起源与演进；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

理理论。

第六章 中央银行

考试内容：中央银行的产生和发展；中央银行的主要职能；

中央银行清算制度。

考核要求：

1.掌握：中央银行的主要职能。

2.了解：中央银行的产生和发展；中央银行清算制度。

第七章 货币需求与货币供给

考试内容：货币需求和货币供给的含义；货币乘数；基础货

币；流动性偏好；影响货币需求的因素；现金交易数量说；现金

余额数量说。

考核要求：

1.掌握：货币需求和货币供给的含义；货币乘数；基础货币；

流动性偏好；影响货币需求的因素。

2.了解：现金交易数量说；现金余额数量说。



第八章 货币失衡

考试内容：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含义；通货膨胀的成因及

其影响；通货膨胀的衡量指标；通货紧缩的成因与影响。

考核要求：

1.掌握：通货膨胀的含义；通货膨胀的成因及其影响；通货

膨胀的衡量指标。

2.了解：通货紧缩的含义；通货紧缩的成因与影响。

第九章 货币政策

考试内容：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

的传导机制及效应。

考核要求：

1.掌握：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货币政策工具以及中介目标。

2.了解：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及效应。

第十章 金融监管

考试内容：金融监管的目标；金融监管的范围；金融监管理

论面临的挑战；金融监管模式。

考核要求：

1.掌握：金融监管的目标；金融监管的范围；金融监管理论

面临的挑战。

2.了解：金融监管模式。

【七】参考教材

《金融学（货币银行学）》，戴国强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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