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货币银行学试题(1)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10小题，每小题 1分，共 10分) 

1.凯恩斯学派认为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是(   ) 

A.利率  B.法定存款准备金 C.货币供应量  D.基础货币  

2.花旗银行放款利率在 1970年 12月 8日高达 20%(一年期贷款)，而当时年通货

膨胀率为 12%，花旗银行放款的实际利率为(   ) 

 A.12.32%    B.11.46%   C.11.24%  D.7.14%  

3.对有价证券行市的正确理解是(    )  

A.证券行市与市场利率负相关     B.证券行市是有价证券的发行价格 

C.证券行市是证券面值的资本化  D.证券行市与证券收益率负相关 

4.下列金融市场类型中属于长期资金市场的有(    ) 

 A.公债市场    B.同业拆借市场  C.本票市场   D.回购协议市场 

5.作为金属货币制度基础的构成要素是(    ) 

 A.货币名称    B.货币单位    C.货币金属    D.本位币的铸造与流通 

6．长期以来，对货币具体的层次划分的主要依据是(    )。     

A．金融资产的盈利性 B．金融资产的安全性 C．金融资产的流动性     

D．金融资产的种类 

7．导致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是(    )。 

 A．货币贬值  B．纸币流通  C．物价上涨  D．货币供应过多 

8．下列哪个方程式是马克思的货币必要量公式?(    ) 

 A．MV=PT    B．P=MV／T   C． M=PQ／V    D．M＝KPY 

9．货币均衡的自发实现主要依靠(    )。 

 A．价格机制    B．汇率机制   C．利率机制   D．中央银行宏观调控 

10．在下列控制经济中货币总量的各个手段中，中央银行不能完全自主操作的是：

(    ) 

 A．公开市场业务   B．再贴现政策  C．信贷规模控制    D．法定准备金率 

 

 



二、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10小题，每小题 2分，共 20分) 

1.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中资产方主要项目包括(     ) 

 A.政府债券     B.流通中货币   C.再贴现及放款 

D.外汇、黄金储备     E.其他资产 

2.中央银行的基本特征是(     ) 

 A.不以盈利为目的   B.与政府有明确分工   C.国家所有制 

D.处于超然地位    E.不经营普通银行业务 

3.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有(    ) 

 A.流动性    B.社会性  C.安全性  D.盈利性   E.效益性 

4.对货币市场表述正确的有(    ) 

 A.货币市场流动性高 

B.政府参与货币市场的主要目的是筹集资金，弥补赤字 

C.一般企业参与货币市场的目的主要是调整流动性资产比重 

D.货币市场交易频繁 

E.货币市场是有形市场 

5.政策性金融机构特有的职能是(    ) 

 A.倡导性职能    B.金融中介职能    C.补充性职能 D.选择性职能 E.计划性

职能  

6.名义货币供给如果超过了实际货币需求，就会引起(    )  

 A.货币升值    B.物价上涨   C.物价基本不变  D.货币贬值 E.物价下跌 

7．中央银行作为“银行的银行”，其意义在于：(    )。 

  A．集中管理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      B．充当最后贷款者 

  C．全国票据的清算中心     D．代理发行政府债券 

  E．监督和管理全国的商业银行 

8．金融监管的原则主要有（    ）。  

 A．依法监管原则   B．监管主体独立性原则  C．自我约束原则   

  D．经济效益原则   E．母国监管原则   

9．在调节货币和信用时,中央银行处于被动地位的工具是： 

A、公开市场业务             B、再贴现政策 



C、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       D、消费信用管理 

10.能够直接制约商业银行派生存款大小的因素主要有：(    )。 

A．法定存款准备金         B．提现率 

C．超额准备率          D．通货膨胀率 

E．资产负债率 

 

三、名词解释(本大题共 5小题，每小题 3分，共 15分) 

1、货币制度            2、直接融资        3、货币市场 

4、实际利率            5、表外业务         

 

四、判断题（正确的打“√”，错误的打“×”。本大题共 15小题，

每小题 1分，共 15分） 

1、中央银行调整再贴现率只能影响利率总水平，而不能改变利率结构。 

2、同业拆借是商业银行和央行之间发生的短期或临时性的融资。 

3、中央银行的存款是由企业存款和居民储蓄存款构成的。 

4、同一货币可以交替地执行货币的多种职能。 

5、持币收益或持币预期收益与货币需求呈负相关.。 

6、货币供给量的层次划分是目前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 

7、在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中，货币仅仅被视为交换媒介。 

8、股票等金融工具无绝对偿还期，但有相对偿还期。 

9、一般来说，流动性与盈利性是正相关。  

10、银行信用是直接融资。 

 

11．货币流通速度与货币总需求是反向变动的关系。  

12．《巴塞尔协议》中为了消除银行间不合理竞争，促进国际银行体系的健康发

展，规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应达到 6％。  

13．在影响货币乘数的各项指标中，其中现金比率、定期和活期存款准备金比

率是中央银行可以控制的指标，而超额准备比率和定扔存款与活期存款之间的比



率是中央银行不可以完全控制的。  

14．国际贸易的短期资本融通在国际收支平衡表里应列在经常项目下的贸易收

支项下。 

15．在经济中如果总需求过度增加，超过了既定价格水平下商品和劳务等方面

的供给可能会引起货币贬值、物价总水平上涨。  

 

五、简答题(本大题共 6小题，每小题 4分，共 24分) 

1、简述信用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  

2、何为回购协议与逆回购协议？ 

3、制约商业银行存款派生的因素有哪些？ 

4、如何测量通货膨胀？ 

5、金融工具具备哪些基本特征？ 

6、简述金融中介机构存在的原因。 

 

六、论述题(本大题共 2小题，每小题 8分，共 16分) 

1、如何理解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 

2、试述影响货币政策效应的因素。 

 

 

 

 

 

 

 

 

 

 

 



 

参考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10小题，每小题 1分，共 10分) 

1.A    2.D  3.A   4.A    5C   6C    7．D    8．C    9．C    10．B 

二、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10小题，每小题 2分，共 20分) 

1.ACDE  2.ADE  3.ACD  4.ABCD 5.ACD  6.BD  7ABCE    8．ABCD    

9．ABC    10．ABC 

三、名词解释(本大题共 5小题，每小题 3分，共 15分) 

1、是指一国政府以法律的形式对货币的发行、流通的组织和调节等问题进

行的规定。 

2、由赤字单位直接向盈余单位发行（出卖）自身的金融要求权，其间不需

经过金融中介机构，或虽有中介人，但明确要求权的仍是赤字单位和盈余单

位本身，双方是直接对立当事人，这种资金融通的方式称为直接融资。 

3、是指以期限在 1年以下的金融资产为交易标的物的短期金融市场。 

4、指剔除物价变动，在货币购买力不变条件下的利率。 

5、是指商业银行从事的、按通行的会计准则不列入资产负债表内，不影响

其资产负债总额，但能影响银行的当期损益，改变银行资产报酬率的经营活

动。     

四、判断题（正确的打“√”，错误的打“×”。本大题共 15小题，

每小题 1分，共 15分） 

1、√   2、×   3、×    4、√   5、×    6、√    7、×   8、√   9、

×   10、×  11．√    12．×    12．×    14．×    15．√ 



 

 

五、简答题(本大题共 6小题，每小题 4分，共 24分) 

1、 ①现代信用可以促进社会资金的合理利用，优化社会资源配置。②丰富流

通工具，节约流通费用，加速资金周转。③现代信用可以推动经济的增长。④信

用具有调节国民经济运行的功能。  

2、 回购协议是指在出售证券的同时，与证券的购买商签订协议，约定在一定

期限后按原定价格或约定价格购回所卖证券，从而获取即时可用资金的一种交

易行为。还有一种逆回购协议，与回购协议相对应，是指买入证券的一方同意

按约定期限以约定价格出售其所买入证券。回购协议交易的资产一般是货币市

场上流通量较大、风险较小的证券，如国库券。  

3、①存款扩张能力受到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有力影响。②银行持有超额存款准

备金对存款创造的限制。③现金漏损对存款创造的限制。④定期存款准备金对

存款创造的限制。 

4、 通货膨胀的程度就是可以用物价上涨的幅度衡量，下面是几种常见的指标。

①消费物价指数。也称为零售物价指数或生活费用指数，它反映消费者为购买

消费品而付出的价格的变动情况。②生产者物价指数。是根据生产企业所购买

的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变化状况而编制的指数。它反映了包括原材料、中间产品

及最终产品在内的各种商品批发价格的变化。③GNP平减指数。它是按当年价

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即名义值）与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即实

际值）的比率。 

5、 ①偿还期。是指金融工具从当前到偿还本金实际所剩余的时间。②流动性。

又称变现性，是指金融工具在求受或少受经济损失的条件下在极短的时间内变

现的能力。③安全性。是指金融工具的持有者收回本金及其预期收益的保障程

度。④收益性。是指购买或持有金融工具的基本目的不仅是收回本金，更重要

的是获得收益。 

6、①信息生产上的优势。金融机构能够具有信息上的优势，能减轻融资活动中



信息求对称的程度。②交易费用上的优势。金融中介机构把众多储户和投资者

的聚集起来使用，可以降低单位货币和单位投资的交易费用，具有规模经济的

优势。③风险转移优势。风险转移功能也是金融中介机构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论述题(本大题共 2小题，每小题 8分，共 16分) 

1、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成为各商业银行通常都遵循的经营管理原则。 

①安全性原则。是指银行的资产、收益、信誉、经营以及生存发展的条件免遭

受损失的可靠程度。②流动性原则。银行的流动性指的是银行随时应付客户提现

和满足客户借贷的能力。③盈利性原则。盈利并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商业银行作为

一个企业的根本目标，是银行生存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根本原因。④“三性”的对

立统一。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是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缺一不可的经营原则，

这三个原则间存在着矛盾和统一的关系。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中要兼顾和协调三

性之间的关系，找到风险和收益的最佳平衡点，即在保证安全性的前提下，灵活

调整流动性，以实现盈利目标。 

2、①货币政策时滞。时滞是影响货币政策效应的重要因素，因为中央银行的货

币政策需要经过多长时间才能见效、这一时间是否可以进行预测，都关系到货币

政策目标能否实现。②货币流通速度。影响货币政策效应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货

币流通速度。对于货币流通速度的任一个微小变动，如果政策制定者未能预料或

在估算变动幅度时出现小的差错，都可能使货币政策效应受到严重影响，甚至有

可能使本正确的政策走向反面。③微观经济主体的预期。当一项货币政策提出时，

各微观经济主体立即根据可能获得的各种信息来预测政策的后果，并尽快研究对

策，以抵消其政策的不利影响。货币当局推出的政策在遭遇微观经济主体广泛实

施的抵消对策时可能归于无效。④其他经济政治因素。除了经济因素以外，政治

因素也会对货币政策效应产生巨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