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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性质、任务和教学目的

 21 世纪是全球经济一体化高速发展的世纪，金融一体化已经成为世纪之交

经济发展的明显趋势之一，已经发展成为联结世界各国经济的纽带。国际金融市

场中发生的理念创新、制度创新、工具创新的趋势，增添了全球性的风险。它的

虚拟性特征更加给国际金融活动罩上神秘的色彩。

    我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又面临金融市场开放的重任。对国际金融的深入研

究，抓紧时机提高全民族的国际金融理论与实践水平，是我们未雨绸缪迎接挑战

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国际金融课程是为适应学院培养“宽口径、厚基础、重能力”的经济管理专

门人才而开设的一门专业课程，是高等教育金融保险类专业的基础课程之一。这

会使更多的学习者借助拓宽国际金融知识，熟悉国际金融内部与外部经济条件的

联系，加深对国际金融理论的理解，提高国际金融相关业务水平。

    国际金融课程旨在使学生了解国际金融基本原理，掌握从事与国际金融业务

相关联的经济事务、涉外企业管理等方面工作所必备的国际金融学理论与实务知

识。包括国际收支、国际储备、外汇与汇率、国际货币体系等方面的基本理论；

外汇汇率的计算、不同外汇交易工具和交易的方法、外汇风险防范的方法；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宗旨、作用等知识的掌握。

国际金融课程以国际现行惯例为依据，借鉴国内外科研成果，考虑到非金融

专业的特点，注重基本理论与实务操作，重点内容是外汇、汇率、外汇风险防范

和国际收支。

作为金融学的知识体系的一个环节，国际金融学的先导课程应该包括西方经

济学、货币银行学、数学、大学英语等专业基础课程。

二、课程内容

绪论

一、国际金融的产生和发展

二、国际金融的研究对象和内容

三、国际金融的特点



四、国际金融的研究方法

五、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国际金融

第一章  国际收支

教学要求：

本章要求了解国际收支平衡表的概念与结构、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编制原则，

学会对国际收支平衡表进行分析，了解国际收支平衡的经济意义，学会分析国际

收支失衡的原因及其影响，认识国际收支失衡的自动调节机制和国际收支失衡的

不同政策调节方式。

内容结构：

第一节   国际收支概述

一、国际收支的形成和发展

二、国际收支的定义

三、国际收支与国际借贷

第二节 国际收支平衡表

一、国际收支平衡表

二、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内容

三、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记账方法

四、国际收支的顺差、逆差和均衡

第三节 国际收支分析

一、国际收支分析的重要意义

二、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分析方法

三、国际收支状况对国际经济活动的影响

第四节 国际收支的调节

一、国际收支的均衡与不均衡

二、国际收支不均衡的类型

三、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

四、国际收支的调节



第五节 我国的国际收支

一、我国国际收支统计的发展演变

二、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及其主要内容

三、 我国国际收支状况及其特点

本章重点：

    国际收支    国际收支平衡表   国际收支平衡表的构成   国际收支平衡 

国际收支失衡  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    国际收支失衡的影响  国际收支调节政

策

第二章  外汇、汇率和外汇管制

教学要求：

本章要求了解外汇的含义；认识汇率的定义，不同的标价方法，种类划分；认识

金本位制度和纸币制度下汇率决定的不同依据，均衡汇率的决定与变动，影响汇

率变动的主要因素以及汇率变动对经济的主要影响。外汇管制的产生与发展；我

国的外汇管理的基本方针与机构；我国的外汇管理体制的演变及改革，外汇管理

的范围和内容。

内容结构：

第一节  外汇与汇率

一、外汇概述

二、汇率及其分类

第二节  汇率的决定与变动

一、金本位制下汇率的决定基础

二、纸币流通下汇率的决定基础

三、影响汇率变动的主要因素

四、汇率变动对经济的影响

五、关于外汇倾销和高估货币价值

第三节  外汇管制

一、外汇管制的机构与对象



二、外汇管理的主要内容

三、外汇管理的作用及影响

四、我国的汇率和外汇管理

本章重点：

外汇  汇率  直接标价法 间接标价法  不同因素对汇率变动的影响     汇

率变动对一国的国内外经济的影响

第三章  国际结算

教学要求：

本章介绍国际结算的概念和原理；国际贸易结算的工具，常用的票据和单证

及其相应的使用。

内容结构：

第一节  国际结算的基本原理

一、国际结算的概念

二、国际结算的原理

三、国际汇兑结算制度

第二节 国际结算的工具

一、汇票

二、本票和支票

三、单据

第三节  国际结算方式

一、汇款结算

二、托收结算

三、信用证结算

四、出口保理业务

本章重点：

  汇票  本票  支票  发票  提单  保险单  汇款  托收  信用证  



第四章  国际储备

教学要求：

    本章重点学习国际储备的含义、构成、特点、来源、作用、性质、管理原则；

我国国际储备管理现状及管理。

内容结构：

第一节  国际储备及其构成

一、国际储备的含义

二、国际储备的构成

三、国际储备的作用

第二节 国际储备的管理

一、国际储备管理的目标和原则

二、国际储备的总量管理

三、国际储备的结构管理

第三节 我国的国际储备

一、我国国际储备的构成

二、我国国际储备管理目标与原则

三、我国国际储备的结构管理

四、我国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的确定

本章重点：

国际储备    国际清偿力   国际储备的来源   国际储备的作用        国

际储备的管理   我国国际储备的管理

第五章  外汇市场、外汇交易和外汇风险

教学要求：

本章要求了解外汇市场的含义、种类、特征、结构；主要国际外汇市场，世

界主要外汇交易系统；即期交易与远期交易的含义。理解套期保值、投机交易，

套汇交易、套利交易、互换交易、外汇期货交易、外汇期权交易的原理和方法。



内容结构：

第一节  外汇市场

一、外汇市场的含义

二、外汇市场的参与者

三、外汇市场的结构

四、外汇市场的作用

第二节  外汇交易

        一、即期外汇交易

        二、远期外汇交易

        三、掉期外汇交易

        四、套汇与套利交易

        五、外汇期货交易

六、外汇期权交易

六、我国的外汇交易

第二节  外汇风险及其管理

        一、外汇风险的含义

二、外汇风险的类别与比较

三、外汇风险管理的战略与技巧

本章重点：

外汇市场的概念  外汇市场的特征  世界主要外汇市场  外汇交易      即

期交易   远期交易   套汇交易   套利交易    外汇期货   外汇期权 

第六章  国际金融市场

教学要求：

    本章重点介绍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分类、构成，欧洲货币市场的形成、作

用和影响，离岸金融市场的类型，金融衍生工具市场

内容结构：

第一节  国际金融市场概述



一、国际金融市场的含义

二、国际金融市场的形成与发展

三、国际金融市场的作用

四、国际金融市场的分类

第三节  国际信贷市场

        一、国际银行信贷

二、政府信贷

三、出口信贷

四、国际融资租赁

五、国际金融机构贷款

第三节  欧洲货币市场 

一、欧洲货币市场的含义

二、欧洲货币市场的形成与发展

三、欧洲货币市场的业务

四、欧洲货币市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五、欧洲货币市场的延伸——亚洲货币市场

六、石油美元

第四节  国际金融市场的金融创新

        一、国际金融市场金融创新的原因分析

        二、国际金融市场金融创新的主要内容

四、金融创新的发展趋势

第五节  国际金融市场的新发展——衍生金融工具及其监管

一、衍生金融工具的含义和特点

二、互换交易

三、衍生金融工具的监管

本章重点：

国际金融市场  国际金融市场的分类    国际金融市场的作用   欧洲货币

市场   离岸金融市场  金融衍生工具市场



第七章  国际货币体系

教学要求：

    本章重点学习国际货币体系的类型与形成条件，国际货币制度的演变、及改

革前景、区域性货币体系的发展和国际金融机构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

内容结构：

第一节  国际货币体系概述

一、国际货币体系的含义

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

第二节  国际金本位制

一、金币本位制

二、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

第三节 布雷顿森林体系

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

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内容和作用

三、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

第四节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及其改革与展望

一、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特点

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及其困难

第五节 欧洲货币体系

一、欧洲货币体系的形成

二、欧洲货币体系的主要内容

三、欧洲货币体系的发展

四、欧洲货币联盟

本章重点：

国际货币体系的类型  布雷顿森林体系 欧洲货币体系

第八章  国际金融机构

教学要求：



    本章重点学习各种国际金融机构的种类与结构，形成的历史条件和过程以及

国际金融机构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

内容结构：

第一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一、成立的背景与宗旨

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

三、会员国的份额

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业务活动

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本困难

六、我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关系

第二节  世界银行集团

一、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二、国际开发协会

三、国际金融公司

第三节  区域性的国际金融机构

一、国际清算银行

二、亚洲开发银行

五、其他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

本章重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  亚洲开发银行

第八章 国际资本流动

教学要求：

    本章重点了解国际资本流动的现状及特点、种类，国际资本流动的利益与风

险，国际资本流动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内容结构：

第一节  国际资本流动概述



一、国际资本流动的含义

二、国际资本流动的形态

三、国际资本流动的根本原因及其影响

第二节 国际资本流动的发展及其影响

一、国际资本流动的新特点和新趋势

二、国际资本流动发展的经济影响

第三节 国际直接投资和利用外资的理论

一、垄断优势理论及其发展

二、负债经营是落后国家摆脱贫困的正确选择

第四节 国际债务问题

一、外债的概念及其监测指标

二、国际债务问题的产生

三、债务危机爆发的原因

四、债务危机的解决办法

五、国际债务问题的现状

第五节 我国利用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

一、我国利用外资概况

二、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问题与对策

三、我国利用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本章重点：

国际资本流动  国际资本流动的具体形式  外债的含义 外债衡量的指标 金

融危机

重点章节

第一章：第 1、2、3节；

第二章：第 1、2、3节；

第三章：第 1、2、3节；



第四章：第 1、2节；

第五章：第 1、2、节；

第六章：第 1、2、3节；

第七章：第 1、3、5节；

第八章：第 1、2节；

第九章：第 1、2节； 

参考书目

1、《国际金融》钱荣堃、陈平、马君潞主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

2、《国际金融学》姜波克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3、《国际金融概论》陈彪如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

4、《国际金融与外汇管理》甘培根 （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年版）

5、《金融创新与风险管理》王爱俭 （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6年版）

6、《国际金融市场与制度创新》钱荣堃、马君潞 （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7年版） 

7、《国际金融衍生市场》陈小平（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6年版）

8、《欧元发展趋势与中国》王爱俭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0年版  ）

9、《国际结算》（增补本）苏宗祥 （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8年版）

10、《国际金融学说史》陈岱荪、厉以宁 （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1）



三、学时分配

学时数

章次 内容

讲授 实验与实训 合计

绪论 2 2

第一章 国际收支

6 6

第二章 外汇、汇率和外汇管

理

8 8

第三章 国际结算

8 8

第四章 国际储备

8 8

第五章

外汇市场、外汇交易

和外汇风险

8 8

第六章 国际金融市场

8 8

第七章 国际货币体系

8 8

第八章 国际金融机构

6 6

第九章 国际资本流动

6 6

其              它

  
 4 4

合         计 72



《国际金融》教案

第一部分  《国际金融》课程总体设计

一、课程性质

21 世纪是全球经济一体化高速发展的世纪。金融一体化已经成为世纪之交经济发展的

明显趋势之一，已经发展成为联结世界各国经济的纽带。

国际金融活动具有其特殊之处，最初它是伴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而发展的。而今，国际

金融市场中发生了理念创新、制度创新、工具创新的趋势，增添了全球性的风险。它的虚拟

性特征更加给国际金融活动罩上神秘的色彩。

   我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又面临金融市场开放的重任。对国际金融的深入研究，抓紧时

机提高全民族的国际金融理论与实践水平，是我们未雨绸缪迎接挑战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国际金融课程是为适应学院培养“宽口径、厚基础、重能力”的经济管理专门人才而开

设的一门专业课程，是天津财经学院的核心课程之一。这会使更多的学习者借助拓宽国际金

融知识，熟悉国际金融内部与外部经济条件的联系，加深对国际金融理论的理解，提高国际

金融相关业务水平。

我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又进入了金融全面开放的新时期。对国际金融的深入研究，抓

紧时机提高全民族的国际金融理论与实践水平，是我们未雨绸缪迎接挑战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国际金融课程是为适应学院培养“宽口径、厚基础、重能力”的经济管理专门人才而开

设的一门专业课程，是天津财经学院的核心课程之一。这会使更多的学习者借助拓宽国际金

融知识，熟悉国际金融内部与外部经济条件的联系，加深对国际金融理论的理解，提高国际

金融相关业务水平。

二、课程总体教学目的和要求

    该课程在坚持研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同时，以奠定学生的经济

与金融理论基础，培养学生科学的理论思维方式为基本目标。

该课程旨在使学生了解国际金融基本原理，掌握从事与国际金融业务相关联的经济事务、

涉外企业管理等方面工作所必备的国际金融学理论与实务知识。



其教学目的和任务是：使学生较牢固地掌握国际金融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实务。

以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对复合型人材的需要，更好地为对外开放，发展对外经贸关系服务。

具体来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必须使学生：

1、全面了解国际收支、国际储备、外汇与汇率、外汇市场和外汇交易、国际货币体系等

方面的基本理论。

2、掌握外汇汇率的计算、不同外汇交易工具的特点和交易的方法。

3、熟悉外汇风险的含义及外汇风险防范的措施与方法。

4、学习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和现行体制的内容特点等。

5、了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宗旨、地位和作用等。

6、学习和研究资本流动的基本理论，结合我国对外开放的实际，加深对党的改革开放路

线方针的学习和理解。

三、《国际金融》课程的重点和难点

本课程的教学重点是：结合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系统学习国际金融基础理论知识，提

高处理国际金融实务的能力。重点内容是外汇、汇率、外汇风险防范和外汇交易问题。难点

是第五章外汇交易的几种具体形式。

四、课程的学时分配

本课程的总学时为 82 课时。各章教学时数分配如下表，其中面授辅导，习题课及讨论

课由任课老师根据教学实际需要，自行安排。

学   时   数
章  次 内      容

讲授 实验与实例 合计

绪论 4 4

项目一 国际收支 6 6

项目二 国际结算 6 6

项目三 国际储备 4 4

项目四 外汇与汇率 8 8

项目五 外汇市场和外汇交易 10 10

项目六 外汇风险 4 4

项目七 国际金融市场 8 8

项目八 国际货币制度 6 6



项目九 国际资本流动 6      6



机动 2      2

合计 64 64

作为金融学的知识体系的一个环节，国际金融学的先导课程应该包括西方经济学、货币

银行学、数学、大学英语等专业基础课程。

五、教学手段

《国际金融》应该以多媒体教学为主。在不具备多媒体教学手段条件时，以教师讲授为

主，辅之课后的资料介绍和讨论，达到使学生开阔视野，增加知识含量和信息量的目的。

本课程的教学方法是：以国际现行惯例为依据，借鉴国内外科研成果，注重基本理论与

实务操作，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讲练结合，以启发学员独立思考、融会贯通、提高分析与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六、教学过程设计

遵循基本教学规律，抓好教学几个基本环节。从上次课程内容提问开始，在对上次课程

内容进行简单回顾总结后导入新课；在完成本次课的基本内容讲授后，进行简单归纳总结，

为学生提供基本参考书目；布置学生思考题和作业题。

第二部分 课程内容设计

第一次课教案

【教学章节】 绪  论

【教学目的要求】

通过绪论的学习使学生了解什么是国际金融，为什么要学习国际金融，国

际金融的研究方法和学习方法，掌握国际金融课程的框架结构，理解其内部联系，

为以后各章的学习打好基础，调动学生学习该课程的积极性。

【教学重点难点】

    本次课的重点是让学生搞清楚什么是国际金融，难点是理解国际金融的研

究方法和学习方法。

【教学手段】

理论讲授

【教学过程】

    [讲授新课]



一、什么是国际金融

二、为什么要学习国际金融

 [总结归纳]

 国际金融是指在国际范围内进行金融货币融通的理论和实务的科学。

[布置作业]

1、 什么是国际金融

2、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过金融

第二次课教案

【教学章节】 绪  论

【教学目的要求】

通过绪论的学习使学生了解什么是国际金融，为什么要学习国际金融，国

际金融的研究方法和学习方法，掌握国际金融课程的框架结构，理解其内部联系，

为以后各章的学习打好基础，调动学生学习该课程的积极性。

【教学重点难点】

    本次课的重点是让学生搞清楚什么是国际金融，难点是理解国际金融的研

究方法和学习方法。

【教学手段】

理论讲授

【教学过程】

[讲授新课]

三、国际金融的特点和结构

四、国际金融的研究方法和学习方法

 [总结归纳]

 国际金融的研究方法和学习方法首先是理论联系实际。



[布置作业]

1、我们应该怎么学习国际金融？

第三次课教案

【教学章节】

项目一  国际收支

【教学目的要求】

    国际收支是学习和研究国际金融的总纲。因为它不仅直接影响一国对外汇率

的变化，也影响一国外汇货币政策的变更与调整。因此在学习汇率、外汇业务和

外汇管制等主要国际金融理论与实务之前，首先必须了解和学习国际收支。通过

本章的学习，要使学生掌握一国国际收支的内涵及各项目之间的相应关系；了解

国际收支各个具体项目是如何影响汇率变动，一国又通过什么手段调节国际收支

等。

【教学重点难点】

    本次课的重点是国际收支定义的理解，难点是国际收支的项目和记账方法

等

【教学手段】

理论讲授

【教学过程】

[讲授新课]

任务一  国际收支的涵义

一 、国际收支的定义

二 、国际收支的理解

任务二  国际收支平衡表

一、记账原则

二、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基本内容

[总结归纳]



 国际收支是指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 1 年），一国居民与非居民之间全部经济交易的

系统记录。

[布置作业]

1、主要概念

（1）国际收支（2）居民与居民（3）国际收支平衡   
2.主要原理

(1).什么是国际收支？

(2).国际收支有哪些作用？

(3).什么是国际收支平衡表？

(4).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经常项目包括哪些主要内容？

第四次课教案

【教学章节】

项目一  国际收支

【教学目的要求】

    通过本次课的学习，要使学生掌握一国国际收支的失衡和均衡的含义；了解

国际收支失衡后国际收支的自动调节机制，一国政府又通过什么手段调节国际收

支等。

【教学重点难点】

本次课的重点是政府调节国际收支的政策措施，难点是国际收支均衡和失

衡的判断及不同货币制度下国际收支失衡后的自动调节机制。

【教学手段】

理论讲授

【教学过程】

[讲授新课]

任务三  关于国际收支的分析

一、国际收支盈余、赤字和均衡

二 、国际收支与国民账户

任务四  国际收支的调节

一 、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

二、国际收支自动调节机制



三、国际收支的调节政策

[总结归纳]

 国际收支平衡表和各个项目，国际收支的均衡和失衡及其原因，国际收支的

自动调节机制。

[布置作业]

1.试述国际收支平衡表的主要分析方法。

2..简述调节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对策。

3.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原因是什么？

第五次课教案

【教学章节】

项目一  国际收支

【教学目的要求】

通过本次课的学习，要使学生掌握国际收支失衡后的自动调节机制和政府

调节的政策措施，了解我国国际收支的内容和特点等。

【教学重点难点】

本次课的重点是我国国际收支的内容和特点，难点是我国国际收支调节政

策措施的理解。

【教学手段】

理论讲授

【教学过程】

[讲授新课]

任务五  我国的国际收支问题

一、我国国际收支的基本状况

二、我国国际收支的调节

[总结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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