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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4_B8_AD_E7_BA_c49_339911.htm 361、 在我国货币供应量

的统计中，M2是广义货币，包括M1加上：定期存款；储蓄

存款；财政存款。 362、 商业银行具有信用扩张的能力，但

这一能力并不是无限的。一般来说，银行体系扩张信用、创

造派生存款的能力要受到缴存中央银行存款准备金；提取现

金数量；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公众缴付税款因素的直接制约。

363、 货币的需求与供给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货币的均

衡状况则是这两者对立统一的结果。货币均衡的特征有：货

币均衡是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的大体一致；货币均衡是一个

动态过程；货币均衡是在不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总体均衡状

况。 364、 货币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均衡是在货币的运动过程

中实现的。由于货币运动过程中内在均衡机制的作用，利率

上升会导致的现象有：公众增加在银行的存款；商业银行实

际存款准备金率上升；货币乘数下降。 365、 在确定经济发

展所需要的必要货币供应量时，还需要考虑物价的自然上涨

因素。导致物价自然上涨的主要因素有：出现价格“剪刀差

“时的价格调整；产品的更新换代；产品技术性能的提高。

366、 通货膨胀是价值符号流通条件下的特有现象，是货币不

均衡的一种表现。属于通货膨胀表现形式的有：物价普遍持

续上涨；人们普遍持币待购；计划经济条件下货币流通速度

大幅减慢。 367、 过度的货币供给是造成通货膨胀的直接原

因，而导致货币供给过度的具体原因又有很多方面，包括：

过热的社会经济增长要求导致信用膨胀；银行自身的决策失



误导致信用膨胀；财政赤字；赤字财政。 368、 商业银行资

产管理应遵循：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原则。 369、 商业

银行资产管理中的流动性原则通常的含义是：保有一定比例

的现金资产或其他容易变现的资产；取得现款的能力。 370、

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商业银行负债管理的主要思想就是变

被动负债为主动负债，以借入资金的方法来保持银行流动性

，内容主要包括：调整负债结构；开发新金融工具；国际市

场融资；同业拆借。 371、 计算债券的投资名义收益需要考

虑的因素包括：持有年数；面值；债券年利率；价差。 372、

金融市场效率是指金融市场实现金融资源优化配置功能的程

度，包含的内容有：金融市场的资金需求者使用金融资源向

社会提供有效产出的能力；金融市场以最低交易成本为资金

需求者提供金融资源的能力。 373、 与股利贴现模型相比之

下，市盈率模型具有的优点是：市盈率模型可以直接应用于

不同收益水平的股票价格之间的比较；对于那些在某段时间

内没有支付股息的股票，市盈率模型同样适用；市盈率模型

同样需要对有关变量进行预测，但是所涉及的变量预测比月

息帖现模型更为简单。 374、 商业银行资产业务是银行将自

己通过负债业务所聚集的货币资金加以运用的业务，属于商

业资产业务的是：贴现；投资；贷款。 375、 货币市场的子

市场主要有可：可转让定期在存单（CD）市场；同业拆借市

场；股票市场， 376、 下列有关资本市场的说法是正确的：

一级市场是通过发行股票等方式筹集资金的市场；活跃的流

通市场是发行市场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投资基金具有专家

理财的优势；场外交易市场也称柜台市场。 377、 以下有关

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功能的关系，传统看法认为：金融中介



可以从多方面降低使用金融市场的费用；金融中介与金融市

场在金融产品的提供上是合作的；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导

致了金融市场同金融中介是相互替代的关系。 378、 从中央

银行的起源和大多数国家设立中央情况看，中央银行制度的

建立，大致出于的需要有：集中货币发行权；代理国库和为

政府筹措资金；对社会经济实行干预；管理金融业。 379、 

中央银行的主要业务包括：对银行的业务；对政府的业务；

发行的业务。 380、 以下选项支持中央银行独立性的理由有

：政治家更关注的是短期利益；货币政策较多的受到政府意

志的影响，便会带有较强的通货膨胀倾向；政治性商业周期

理论。 381、 中央银行作为政府的银行，与政府有密切的业

务联系。中央银行对政府的业务包括：国库业务；办理国库

券还本付息业务，国际储备业务。 382、 中国支付结算体系

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银行帐户体系；支付结算工具体系；

支付结算管理体系；支付清算系统。 383、 货币政策在对宏

观经济领域发挥作用时，其目标是：稳定物价；经济增长；

平衡目标收支；充分就业。 384、 中央银行在履行其基本职

责时，能够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变量通常应符合：可控

性；相关性；可测性。 385、 间接信用指导是中央银行通过

间接的办法影响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可以采取的措施有：

道义劝告；窗口指导。 386、 中央银行是国家干预经济，调

节全国货币流通与信用的金融管理机关，其活动的特征为：

具有相对独立性；不以盈利为目的，不经营普通银行业务。

387、 实现货币政策的目标必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以下属于

中央银行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的有：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率

；存款准备金率。 388、 存款准备金政策虽然是货币政策的



“三大法定”之一，但各国的中央银行并不将其当做适时调

整的经常性政策工具来使用同，原因很多，主要有：超额准

备金是由商业银行控制的；存款准备金政策的作用时滞长，

存款准备金政策的作用力度过强。 389、 各国中央银行的资

产负债表项目多寡及具体的内容有所不同，但一般来说，中

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负债方包括：流动中的通货；国库及公

共机构存款；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存款。 390、 作为货币政

策的中间目标利率，通常是指短期的市场利率，中央银行能

将短期市场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主要是因为：中

央银行可以通过调整再贴现率、准备金率或在公开市场上买

卖国债，改变资金供求关系，引导短期市场利率的变化。中

央银行能够及时收集到各方面的资料对利率进行定量分析和

预测；短期市场利率的变化，会影响金融机构、企业、居民

的资金实际成本和机会成本，改变其行为，最终达到收紧或

放松银根、抑制或刺激投资的目的。 391、 通常而言，货币

政策的中间目标体系一般包括：利率；货币供应量；基础货

币和超额准备金。 392、 金融监管首先是从对银行监管开始

的，这和银行的一些特性有关，包括：银行提供期限转换功

能；银行在支付体系中的重要作用；银行具有信用创造功能

；银行具有流动性创造功能。 393、 金融监管的经济学理论

基础有：市场失灵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 394、 市场失灵

理论认为同，之所以需要金融监管，是因为：整个金融体系

存在着负外部性；金融体系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一；金融机

构是经营货币的特殊性企业。 395、 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

发展中国家目前仍实行分业监管体制，这是因为：实行分业

经营体制；金融发展水平不高；金融监管能力不足。 396、 



当前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特征主要有：独立于中央银行；分

业监管。 397、 巴塞尔协议将风险资产权重分为0%、10%

和20%、50%、100%。 398、 在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中，被你之

为巴塞尔协议的“三大支柱”的是：最低资本要求；监管当

局的监督检查；市场约束。 399、 在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中，

巴塞尔委员会强化了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的职责，希望监管当

局担当的职责包括：全面监管银行资本充足状况；培育银行

的内部信用评估系统；加快制度化进程。 400、 根据利率平

价理论，远期汇率的大小取决于：国内外利差；即期汇率水

平。 401、 假定其他条件不变，下列因素中导致货币升值的

有：紧缩银根；国际收支顺差；通货膨胀率下降。 402、 属

于经常帐户的项目有：劳务输出、对外投资收益汇入；涉外

旅游收入。 403、 一国政府在调节国际收支顺差时，可以采

取的政策措施有：在外汇市场买进外汇进行中和干预；实施

扩张的货币政策；采取货币升值的措施。 404、 根据国际货

币基金协定，成员国如接受第八条款规定的义务，则该国成

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款成员国，其货币将被视为可兑

换货币。该条款主要内容包括：不得对经常性的国际交易的

付款和资金转移施加限制；不得实施歧视性货币措施或复汇

率措施。 405、 集中趋势的测试，主要包括：位置平均数；

数值平均数。 406、 位置平均平均数包括：中位数；众数。

407、 数值平均数包括：算术平均数、几何平均数。 408、 加

权算术平均数会受到下列因素影响：各组数值的大小；各组

分布频数的多少；极端值。 409、 几何平均数的主要用途是

：对比率、指数等进行平均；计算平均发展速度。 410、 离

散程度的测度，主要包括：极差；方差；离散系数；标准差



。 411、 总体或分布中最大的标志值之差称为：极差；全距

。 412、 反映数据离散程度的绝对值的指标有：极差；方差

；标准差。 413、 将某一统计指标在各个不同时间上的数值

按时间午后顺序编制形成的序列称为：时间序列；动态数列

。 414、 构成时间序列的基本因素是：反映该现象一定时间

条件下数量特征的指标值。 415、 按照其构成要素中统计指

标值的表现形式，时间序列分为：绝对数时间序列；相对数

时间序列；平均数时间序列。 416、 依据指标值的时间特点

。绝对数时间序列分为：时期、时点序列。 417、 时间序列

的水平分析指标有：发展水平、平均发展水平、增长量、平

均增长量。 418、 时间序列的速度分析指标有：发展速度、

平均发展速度、增长速度、平均增长速度。 419、 根据各期

指标值在计算动态分析指标时的作用来划分，发展水平可以

为：基期水平、报告期水平。 420、 对时间序列中各时期发

展水平计算的平均数称为：平均发展水平、序时平均数、动

态平均数。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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