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31金融学综合考试大纲 

    一、 考试目的 

《金融学综合》是金融硕士（专业学位）（025100）入学考试专业基础综合笔试科

目，其目的是考察考生对于金融学基本理论和公司财务基本知识的掌握和运用能力。 

二、考试的性质与范围 

《金融学综合》是金融硕士（MF）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的科目之一。《金融

学综合》考试要力求反映金融硕士专业学位的特点，科学、公平、准确、规范地测评

考生的基本素质和综合能力，选拔具有发展潜力的优秀人才入学，为国家的经济建设

培养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具有较强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

型的金融专业人才。 

考试范围包括《金融学》和《公司财务》两门课程的基础知识。 

三、考试基本要求 

测试考生对于与金融学和公司财务相关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的掌握和运用能力。 

四、考试形式 

本考试满分150分，考试时间为3小时，答题方式闭卷、笔试。 

五、考试内容 

内容比例：金融学部分为90分，公司财务部分为60分。 

Ⅰ．金融学  

一、货币与货币制度  

1．货币  

（1）货币的职能  

2．货币制度 

（1）货币制度的构成要素  

（2）货币制度的演变和发展 

①银本位制 

②金银复本位制：格雷欣法则 

③金本位制 

④信用货币本位制 

3. 国际货币体系 

（1）国际货币制度的概念及分类 

（2）国际货币制度的历史演进  

①国际金本位制度的特点  

②布雷森林体系的主要内容  

4.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  

（1）牙买加协议的主要内容  

（2）牙买加体系的运行情况 

（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构成与职能  

5. 欧洲货币一体化  

（1）最优货币区理论(OCA理论)  

（2）欧洲货币一体化的沿革：四个阶段  



（3）欧洲货币体系的主要内容与运行情况  

（4）欧洲单一货币与欧元  

二、利息与利率  

1．利息 

（1）利息本质的理论：古典经济学的利息本质理论、近代西方经济学的利息本质理

论、马克思关于利息本质的理论  

（2）利息的计算：单利和复利  

（3）利率的分类  

①市场利率、官定利率与公定利率  

②固定利率与浮动利率 

③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  

④一般利率与优惠利率  

（4）利率的作用  

①利率的经济效应：成本效应、资产组合调整效应、财富效应、利率的预期效应、利

率的汇率效应  

②利率对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杠杆作用  

③利率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  

2．利率决定理论  

（1）古典学派的储蓄―投资理论  

（2）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  

（3）可贷资金理论和 IS-LM 模型  

3.  利率的期限结构  

（1）利率的期限结构  

（2）解释利率期限结构的理论：预期理论、市场分割理论、偏好理论 

三、外汇与汇率 

1．外汇  

（1）外汇的概念  

（2）一种外币资产成为外汇的条件：自由兑换性、普遍接受性、可偿性 

（3）外汇的基本特征：外国货币当局发行的，各国政府和居民普遍接受的，能够在外

汇市场上自由交易的货币资产。  

2. 汇率与汇率制度 

（1）汇率的概念  

（2）汇率的标价方法  

直接标价法与间接标价法  

（3）汇率的种类  

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  

单一汇率、复汇率 

名义汇率、实际汇率和有效汇率 

3. 币值、利率与汇率 

（1）币值与利率 

（2）币值与汇率 



4．汇率决定理论  

（1）购买力平价理论  

（2）利率平价理论  

（3）国际收支理论  

四、金融市场与机构 

1．金融市场及其要素 

（1）金融市场的定义 

（2）金融资产的定义与特征 

（3）金融市场的功能 

2．货币市场 

（1）票据与贴现市场 

（2）国库券市场 

（3）可转让大额存单市场 

（4）回购市场 

（5）银行间拆借市场 

3．资本市场 

（1）股票市场 

（2）债券市场 

4. 衍生工具市场 

（1）远期和期货 

（2）期权 

（3）互换 

5. 金融机构（种类、功能） 

（1）银行机构 

（2）信托投资公司 

（3）财务公司 

（4）金融租赁公司 

（5）保险公司 

（6）投资基金 

五、商业银行  

1．商业银行的负债业务  

（1）资本金业务  

（2）存款业务  

（3）借款业务  

2. 商业银行的资产业务  

（1）现金业务  

（2）贷款业务  

（3）投资业务  

3. 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  

（1）结算业务  

（2）信托业务  

（3）代理业务  



（4）租赁业务  

（5）表外业务 

4．商业银行的风险特征 

（1）信用风险的特征 

（2）市场风险的特征 

（3）操作性风险的特征 

六、现代货币创造机制 

1. 存款货币的创造机制 

（1）货币层次划分的理论及实践  

（2）存款创造的条件  

（3）多倍存款扩张的过程  

（4）存款收缩过程  

2．中央银行的职能  

（1）发行的银行  

（2）政府的银行  

（3）银行的银行 

（4）管理金融的银行 

3. 中央银行体制下的货币创造过程 

（1）现金如何进入流通 

（2）现金发行与现金回笼 

（3）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 

七、货币供求与均衡 

1．货币需求理论 

（1）传统的货币数量论  

①费雪方程式  

②剑桥方程式  

（2）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  

①凯恩斯的货币需求函数 

②流动性陷阱 

（3）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  

2．货币供给 

（1）基础货币  

①基础货币的概念  

②基础货币的决定因素  

③基础货币对货币供给的影响  

（2）货币乘数  

①货币乘数的概念  

②货币乘数的决定因素  

③货币乘数对货币供给的影响  

（3）中国的货币供给  

（1）中国货币层次及其乘数  



（2）基础货币的影响因素  

（3）货币乘数  

（4）中国货币供应的波动 

3. 货币均衡 

（1）货币均衡与货币非均衡 

（2）货币均衡与利率 

4. 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 

（1）通货膨胀概述  

①通货膨胀的定义  

②通货膨胀的分类  

③通货膨胀的度量  

（2）通货膨胀的成因  

①需求拉动  

②成本推进  

③结构性通货膨胀  

（3）通货膨胀的效应  

①通货膨胀的产出效应：促进论、促退论、中性论  

②通货膨胀的收入再分配效应  

③通货膨胀与失业：菲利普斯曲线、自然失业率  

（4）通货膨胀的治理  

①需求政策  

②收入政策  

③供给政策 

④结构调整政策  

5．通货紧缩  

（1）通货紧缩的定义  

（2）通货紧缩的社会经济效应 

八、货币政策  

1.货币政策及其目标  

（1）货币政策的含义 

（2）货币政策目标的含义  

（3）货币政策最终目标  

①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内容  

②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之间的相互联系  

③我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选择  

（4）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  

①中间目标的必要和选择标准  

②几种可供选择的中间目标  

2．货币政策工具  

（1）一般性质政策工具  

①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  

②再贷款和再贴现业务  

③公开市场操作  



（2）选择性的货币政策工具  

①信用控制：信用配额、不动产信用控制、证券市场信用控制  

②.利率控制（规定存贷款利率的上下限、差别利率）  

③流动比例控制  

④直接干预  

⑤道义劝告与窗口指导  

3．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中介指标  

（1）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内涵 

（2）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理论分析  

①凯恩斯的利率传导机制理论  

②托宾的 q 理论  

③莫迪利安尼的恒久收入效应  

④“财富调整论”  

⑤信贷配给传导机制  

⑥汇率传导机制（国际传导） 

（3）货币政策中介指标的选择标准  

九、国际收支与国际资本流动 

1．国际收支 

（1）国际收支项目  

①国际收支的定义 

②国际收支与国际借贷的关系  

（2）国际收支平衡表  

①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定义 

②国际收支平衡的编制原则  

③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基本内容：经常项目、资本与金融项目、官方储备、净误差和遗

漏  

（3）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分析  

①国际收支平衡的含义  

②国际收支顺差与逆差的含义  

贸易收支差额  

经常项目收支差额  

资本与金融项目收支差额  

国际收支的局部差额  

国际收支的综合差额  

净误差与遗漏  

2．国际储备 

（1）国际储备政策的概念  

①国际储备的概念  

②国际储备的构成  

③国际储备与国际清偿力  

（2）国际储备的作用  

①支付国际收支逆差  



②干预外汇市场、维持本国汇率稳定  

③充当对外举债的保证  

（3）国际储备的结构管理  

①储备货币种类的安排  

②储备资产流动性结构的确定  

3．国际资本流动 

（1）国际资本流动的概念  

（2）长期资本流动  

①长期资本流动的定义  

②长期资本流动的类型  

③证券投资与直接投资的区别  

（3）短期资本流动  

①短期资本流动的定义  

②短期资本流动的类型  

（4）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  

①国际资本流动对资本输出国经济的影响  

②国际资本流动对资本输入国经济的影响  

十、金融监管 

1. 金融监管理论 

（1）社会利益论 

（2）金融风险论 

（3）投资者利益保护论 

2. 巴塞尔协议 

（1）1988年版巴塞尔协议的主要内容 

（1）2004年新版巴塞尔协议的主要内容 

3. 金融机构监管 

4. 金融市场监管 

Ⅱ、公司财务 

一、公司财务概述 

1. 什么是公司财务 

2.  财务管理目标 

（1）利润最大化 

（2）股东财富最大化 

（3）企业价值最大化 

二、财务报表分析 

1. 会计报表 

2. 财务报表比率分析 

（1）偿债能力分析 

（2）营运能力分析 

（3）获利能力分析 

（4）综合财务比率分析 



三、长期财务规划 

1. 销售百分比法 

（1）销售百分比法的定义 

（2）销售百分比法的步骤 

（3）销售百分比预测模型 

2. 外部融资与增长 

（1）稳定状态下的持续增长模型 

（2）非稳定状态下的持续增长模型 

四、折现与价值 

1. 现金流与折现 

（1）现值与终值 

（2）单利终值与现值的计算 

（3）复利终值与现值的计算 

（4）年金终值与现值的计算 

2. 债券的估值 

（1）永久债券的定价模型 

（2）有限到期日的债券 

①非零息债券 

②零息债券 

3. 股票的估值 

（1）优先股定价 

（2）普通股定价 

①股利贴现模型 

②市盈率PE 

五、资本预算 

1. 投资决策方法 

（1）回收期法 

（2）会计平均收益法 

（3）净现值法 

（4）内部收益率法 

2. 增量现金流 

增量现金流的定义 

3. 净现值运用 

（1）净现值的定义 

（2）净现值的计算 

4. 资本预算中的风险分析 

（1）公司风险 

（2）市场风险 

六、风险与收益 



1. 风险与收益的度量 

（1）投资风险收益的定义 

（2）单个证券的收益与风险的衡量  

（3）证券组合的收益与风险的衡量 

2. 均值方差模型 

3.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4. 无套利定价模型 

七、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1. 贝塔（b）的估计 

2.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 

（1）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的定义 

（2）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的计算 

八、有效市场假说 

1. 有效资本市场的概念 

2. 有效资本市场的形式 

（1）弱式有效  

（2）中强式有效  

（3）强式有效  

3. 有效市场与公司财务 

有效市场对公司财务的影响 

九、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 

1. 债务融资与股权融资 

（1）债务融资的定义、特点、类型结构 

（2）股权融资的定义、特点、类型结构 

2. 资本结构 

（1）资本结构的定义 

（2）最优资本结构决策 

（3）资本结构的调整 

3. MM定理 

十、公司价值评估 

1.公司价值评估的主要方法 

（1）收益法 

（2）市场法 

（3）成本法 

2. 三种方法的应用与比较 

六、考试题型 

名词解释   

简答题     

计算题     



论述题     

七、参考书目 

1．黄达，《金融学》（精编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 

2. 胡庆康 主编，现代货币银行学教程（第四版）（复旦博学?金融学系列），复旦大

学出版社，2010年5月版 

3．姜波克，《国际金融新编》(第三版)（复旦博学 金融学系列），复旦大学出版

社，2005年1月版 

4．赵锡军，荆霞，《公司财务》（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