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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货币金融学名词解释

1、价值尺度——货币的基本职能之一。是指货币在表现和衡量一切商品价值时所
发挥的职能。

2、通货膨胀——是指由于货币供应过多，引起货币贬值、物价普遍上涨的货币现
象。

3、无限法偿——有限法偿的对称。是指本位货币具有无限的支付能力，既法律上
赋予它流通的权力，不论每次支付的金额多大，受款人均不得拒绝收受。

4、商业信用——工商企业之间在买卖商品时，以商品形式提供的信用。

5、派生存款——又称衍生存款，是指商业银行发放贷款、办理贴现或投资业务等
引申而来的存款。它是相对于原始存款的一个范畴。银行创造派生存款的实质，是
以非现金形式为社会提供货币供应量。

6、直接融资——间接融资的对称。是指资金供求双方通过一定的金融工具直接形
成债权债务关系的融资形式。

7、间接标价法——直接标价法的对称，又称应收标价法。是指用一定单位的本国
货币来计算应收若干单位的外国货币的汇率表示方法。

8、基础货币——是指处于流通界为社会公众所持有的通货及商业银行存于中央银
行的准备金的总和。

9、国家信用——是指以国家为一方的借贷活动，即国家作为债权人或债务人的信
用。

10、货币乘数——是指在货币供给过程中，中央银行的初始货币提供量与社会货
币最终形成量之间的扩张倍数。

11、金融工具——是在信用活动中产生的、能够证明债权债务或所有权关系并据
以进行货币资金交易的合法凭证。

12、经济货币化——指一国国民经济中用货币购买的商品和劳务占全部产出的比
重及其变化过程。

13、格雷欣法则——在双本位制下，虽然金银之间规定了法定比价，但市场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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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法定价格的金属货币就会从流通中退出来进入贮藏或输出国外；而实际价值较
低的金属货币则继续留在流通中执行货币职能，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统
称“格雷欣法则”。

14、实际货币需求——实际货币需求是指名义货币需求在扣除了通货膨胀因素之
后的实际货币购买力，它等于名义需求除以物价水平，即Md/P。

15、公开市场业务——公开市场业务是指中央银行在金融市场上公开买卖有价证
券，以次来调节市场货币量的政策行为。当中央银行认为应该增加市场货币供给量
时，就在金融市场上买进有价证券（主要是政府债券），而将货币投放出去，否则
反之。

16、货币制度——货币制度是国家以法律形式确定的货币流通的结构和组织形式
，简称币制。

17、提现率——现金漏损与存款总额之比称为现金漏损率，也称提现率。

18、金融资产——指单位或个人拥有的以价值形态存在的资产，是一种索取实物
资产的权利。

19、准中央银行制度——是指在一些国家或地区，并无通常意义上的中央银行制
度，只是由政府授权某个或某几个商业银行，或设置类似中央银行的机构，部分行
使中央银行职能的体制。

20、金融创新——是指金融业内部通过各种要素的重新组合和创造性变革所创造
或引进的新事物。金融创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是利弊皆存，利
大于弊。

二、货币金融百科

1、金融货币是以金属作为货币材料并铸造成一定形状的货币。金融货币是商品经
济和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冶金技术有了较大提
高，用金属铸造货币具有易分割、保管、贮藏、运输和质地均匀的优点，作为充当
商品交换的媒介，比实物货币具有更大的优越性。金属货币最初以条块形式流通，
由于每块金属重量和成色不同，每次交换都要称量重量、鉴定成色，有时还要根据
交易额的大小对其进行分割。这给日益扩大的商品交换带来诸多不便。当商品交换
突破地方市场范围后，出现了铸币。

2、所谓铸币，就是指由国家统一铸造、具有一定重量和成色，铸成一定形状并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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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面值的金属货币。铸币的出现标志着交换媒介又向前发展了一步，政府根据铸币
所包含的实际价值标明铸币的面值，并以其信誉作担保。历史上充当过币材的金属
有铜、铁、锡等，最后固定在黄金和白银上，并逐渐由贱金属向贵金属转化，以黄
金作为货币材料是金属货币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

3、由于金属货币在流通中会发生磨损、不足值等现象，加上国家人为地实行铸币
贬值政策，以及随着商品交换规模不断扩大，金属货币特别是贵金属货币已不能满
足交换的需要，金属货币逐渐被纸币或信用货币所取代。

三、货币金融和资本金融区别

1、货币市场是经营一年以内短期资金融通的金融市场，包括同业拆借市场、票据
贴现市场、回购市场和短期信贷市场等。货币市场交易的证券期限不超过1年。

2、资本市场是指证券融资和经营一年以上中长期资金借贷的市场，包括股票市场
、债券市场、基金市场和中长期信贷市场等。资本市场是指期限在1年以上的金融
资产交易市场。

3、货币市场的特点是交易期限短、风险低、流动性强。由于货币市场交易的金融
资产期限较短，因此价格波动较小，风险较低。同时，由于货币市场交易的金融资
产具有较高的流动性，因此可以方便地进行买卖，满足投资者的短期资金需求12?
。

4、而资本市场的特点是资金借贷量大、风险性强、流动性差、期限长。由于资本
市场交易的金融资产期限较长，因此价格波动较大，风险较高。同时，由于资本市
场交易的金融资产具有较低的流动性，因此不容易进行买卖，需要长期持有，满足
投资者的长期资金需求。

5、货币市场可以解决流动资金、短期资金问题，同时是政府、银行的信用工具。
货币市场可以为企业提供短期流动性支持，缓解企业现金流压力；也可以为政府提
供短期财政赤字筹措渠道，调节货币供应量；还可以为银行提供短期存款调剂手段
，维持银行间利率平衡。

6、资本市场为筹集资金提供场所，解决资本结构，长期资金问题，可以进行资源
的合理配置，有利于企业重组。资本市场可以为企业提供中长期固定投资支持，改
善企业财务结构；也可以为投资者提供中长期投继续扩写文章内容如下：

7、投资市场，是指资本市场为投资者提供各种投资机会和投资收益的市场。在资
本市场中，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收益要求和投资期限，选择不同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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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产品进行投资，如股票、债券、基金、期货、期权等。投资者通过在资本市场中
买卖金融产品，可以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同时也为发行人提供了资金来源。

8、资本市场的投资功能有利于促进社会储蓄的有效利用，增加社会总投资，扩大
有效需求，推动经济增长。同时，也有利于促进投资者的财富积累，提高居民消费
水平和生活质量。此外，还有利于促进金融创新和金融产品的多样化，满足不同类
型投资者的需求。

9、价格发现，是指资本市场通过交易活动反映出金融产品的市场价值的过程。在
资本市场中，金融产品的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反映了市场对金融产品未来收
益的预期和对风险的评估。价格发现是资本市场的核心功能之一，它可以为发行人
、投资者和监管机构提供重要的信息和信号。

10、资本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有利于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
。通过价格发现，可以使优质企业和项目获得更低成本的融资，而劣质企业和项目
则受到更高成本的制约，从而激励企业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创新能力。同时，也可
以使投资者根据价格信号进行合理的投资决策，实现风险与收益的平衡。此外，还
可以使监管机构根据价格变化及时调整政策措施，维护市场稳定。

11、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区别主要在于期限、特点、
功能、子市场等方面。货币市场主要是短期金融交易市场，具有交易期限短、风险
低、流动性强等特点，主要功能是解决流动性问题和调节货币供应量。而资本市场
主要是中长期金融交易市场，具有交易期限长、风险高、流动性差等特点，主要功
能是实现融资、投资和价格发现等。货币市场由同业拆借市场、票据贴现市场等6
个子市场构成。而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基金市场等子市场。

四、数字货币和数字金融的区别

1、数字货币与数字金融最大的区别是他所能充当货币的功能。

2、数字货币它可以完全取代货币的功能，也就说它是一种合法的货币，但它又不
是钱，但是他可以完全充当钱来用。可以直接用来交易商品，用来购买你所需要的
任何一种商品。

3、数字金融只是金融的衍生品，比如说股票，基金，期货等。数字金融无法行使
对任一物品交易的这一功能。

五、金融货币入门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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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货币是经济中用于交易和价值储存的媒介。以下是关于金融货币的一些入门基
础知识：

1.货币的起源和形式：货币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当时人们使用实物交换商品和
服务。随着时间的推移，货币的形式逐渐演变为金属、纸币、电子货币等形式。

2.货币的职能：货币具有多种职能，包括交换媒介、价值储存、计价单位和支付手
段等。

3.货币的种类：根据货币的发行方式和价值基础，可以分为实物货币、金属货币、
纸币和电子货币等类型。

4.货币的供应和需求：货币供应是指经济中流通的货币量，由中央银行控制。货币
需求是指经济中对货币的需求量，取决于经济活动、利率等因素。

5.货币政策：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通过控制货币供应和利率等手段，影响经济活
动的措施。

6.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是交易金融资产和服务的场所，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
外汇市场和衍生品市场等。

7.金融工具：金融工具是用于交易和融资的工具，包括股票、债券、基金、期货和
期权等。

8.金融机构：金融机构是指提供金融服务的企业或组织，包括银行、保险公司、证
券公司等。

9.金融监管：金融监管是指政府或监管机构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监管，以确保
金融市场的公平和透明，防止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

以上是关于金融货币的一些入门基础知识，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如果您想了解更多
信息，建议咨询专业人士或查阅相关书籍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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