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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08/2021_2022_2007_E5_B9_

B4_E5_BA_A6_c69_108013.htm 试论本世纪6O年代以来西方国

家金融刨新的主要内容？ 金融创新的主要内容包括金融业务

的创新、金融市场的创新和金融制度的创新。 (1)金融业务的

创新。第一，负债业务的创新内容。负债业务的创新主要发

生在60年代以后。各国商业银行通过创新一些新的负债业务

，一方面规避政论的管制，另一方面也增加了银行的负债来

源。主要有：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可转让支付命令账户、

自动转账服务、货币市场存款账户、协定账户等。第二，资

产业务的创新内容。包括：消费信用、住宅放款、银团贷款

及其他资产业务。第三，中间业务的创新。主要有：信托业

务、租赁业务等。第四，清算系统的创新。包括信用卡的开

发与使用，电子计算机转账系统的应用等。 (2)金融市场的创

新。这一方面是指欧洲货币市场上金融工具的创新；另一方

面是指衍生金融市场上金融工具的创新及衍生金融工具定价

理论的发展。第一，金融工具的创新。欧洲货币市场上创新

的金融工具主要有：多种货币贷款，平行贷款，背对背贷款

，浮动利率债券，票据发行便利及远期利率协议等。在金融

衍生市场上金融工具的创新主要有远期类合约和期权类合约

等。 第二，衍生金融工具的定价模型。衍生金融工具的定价

模型主要有两类：一是远期类合约定价模型，二是期权类合

约定价模型。 (3)金融制度的创新。表现在：非银行金融机构

种类和规模迅速增加，跨国银行得到发展，金融机构之间出

现了同质化趋势，金融监管的自由化与国际化。 试析金融创



新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1）金融市场的创新与发展，

削弱了央行对本国货币的控制能力。（2）金融业务的创新，

导致金融机构多元化和金融同质化，削弱了央行的货币控制

能力。（3）金融创新使央行控制货币供给的政策工具功效发

生变化：传统的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失效；存款准备金制度

的功能弱化；贴现率作用下降；强化了公开市场业务的作用

。 简述货币政策规则的内涵及意义。 货币传导机制的信用渠

道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如何看待微观主体预期对货币政策效

应的抵消作用? 对货币政策有效性或效应高低构成挑战的另外

一个因素是微观主体的预期。货币当局推出的政策面对微观

主体广泛实施的抵消其作用的对策，政策可能归于无效。鉴

于微观主体的预期，似乎只有在货币政策的取向和力度没有

或没有完全为公众知晓的情况下才能生效或达到预期效果。

实际上，公众的预测即使是非常准确的，要实施对策也要有

个过程。这样，货币政策仍可奏效，但公众的预期行为会使

其效应大打折扣。 关于该影响因素，近年来学者们引入博弈

论加以分析。按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如果公众是理性预期

，那么只有未被公众预期到的货币政策才是有效力的。同理

，如果政府的预期是理性的，那么，只有未被政府预期到的

公众的行为才会抵消掉政府政策的影响。所以，政府和公众

根据预期来制定其怎样行动的过程是可以用对策论加以解释

的，即存在政府和公众的博弈。 结合国情，试论如何选定我

国的货币政策目标?(1)我国选取的是单一稳定币值的目标：“

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这是在世界主

导思潮影响下,针对我国现实做出的正确选择。 (2)主导思潮

的影响。大多数国家在战后到70年代都以充分就业为首要目



标,而“滞胀”促使它们转为以稳定货币为主。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