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南民族大学 2025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

科目名称：金融学综合

科目代码：431

使用学科（类别）专业（领域）:金融硕士专业

一、考试性质

2025年金融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专业课

程的考试科目为《金融学综合》，包括《金融学》和《国际

金融学》两部分内容。《金融学综合》考试力求反映金融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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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

家经济建设和民族地区金融发展培养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具

备较强的从事金融实际工作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国际化

中高级金融专业人才。

二、考查目标

测试考生对于《金融学》和《国际金融学》中基本概念、

基本理论的掌握和运用能力。

三、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1. 试卷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2. 考试方式为闭卷、笔试。

3.《金融学》和《国际金融学》各占约 50%的分值；

题型及比例：名词解释 5 题，每题 6 分，共 30 分。



简答题 5 题，每题 14 分，共 70 分。

论述题 2 题，每题 25 分，共 50 分。

四、考查内容

第一部分 《金融学》

（一） 货币

1.货币的职能发展

2.货币制度

（二） 利率及其决定

1.利息

2.利率的含义与分类

3.利率的决定

4.利率的作用

（三） 金融体系、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

1.金融体系与金融功能

2.金融体系的两种结构

3.金融中介及其包括的范围

4. 我国金融中介体系

（四） 存款货币银行

1. 存款货币银行的产生和发展

2.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

3.金融创新

4.不良债权

5.存款保险制度

6. 商业银行的负债业务

7. 商业银行的资产业务

8. 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



9. 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与管理

（五） 中央银行与金融基础设施

1. 中央银行的产生及类型

2. 中央银行的职能

3. 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问题

4.金融基础设施

5.金融业标准

（六） 金融市场

1.金融市场及其要素

2.货币市场

3. 资本市场

4. 资本市场的效率

5.投资基金

6. 风险投资与创业板市场

（七） 现代货币的创造机制

1.现代货币都是信用货币

2.存款货币的创造

3. 中央银行体制下的货币创造过程

（八） 货币需求、货币供给与货币均衡

1.货币需求理论的发展

2.货币需求面面观

3.货币供给及其口径

4. 货币供给的控制机制

5. 货币供给是外生变量还是内生变量

（九）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

1. 通货膨胀的含义及类型

2.通货膨胀的成因



3. 通货膨胀的效应及治理

4. 通货紧缩的定义及成因

5.通货紧缩的效应及治理

（十）货币政策

1.货币政策及其目标

2. 货币政策工具、传导机制和中介指标

3.货币政策效应

（十一）金融监管

1.金融监管理论

2.金融监管体制

3.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

4.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

第二部分 国际金融学

一 、外汇汇率和汇率制度

1.外汇和汇率的基本内涵

2. 汇率制度的主要形式

3. 汇率决定理论

4. 影响汇率的因素和汇率对经济的影响

5.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进程及人民币汇率的变化

（二）国际金融市场

1. 国际金融市场概述

2. 欧洲货币市场

3. 国际资本市场

4. 国际资本流动

5. 中国资本流动

（三）国际收支

1. 国际收支项目



2. 国际收支理论

3. 国际收支失衡及其调节

（四）国际储备

1. 国际储备的基本内涵

2. 国际储备的功能

3. 国际储备的需求

4. 国际储备的供给

5. 国际储备的管理

（五）国际货币体系及国际金融协调

1. 国际货币体系概述

2. 布雷顿森林体系

3. 牙买加体系

4. 国际金融协调

（六）外汇交易

1. 外汇市场

2. 远期交易

3. 掉期交易

4. 套汇交易

5. 套利交易的含义及类型

6. 期货交易的含义、特点

7. 期权交易

（七）外汇风险及外汇管制

1. 外汇风险

2. 外汇管制

3. 货币的自由兑换

五、参考书目

（1）黄达、张杰：《金融学》（第五版精编版），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 2020年版。



（2）吴志明、杨胜刚：《国际金融》（第五版），高等

教育出版社，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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