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金融市场概述

第一节 金融市场的含义及构成要素

一、金融市场的含义

金融市场是资金供求双方借助于各种金融工具，以市场方式进行金融资产交易或

提供金

融服务，进而实现资金融通的场所或空间。

二、金融市场的构成要素

金融市场的构成要素由金融市场主体、客体、组织方式、交易价格构成。

（一）金融市场主体：参与者如工商企业、中央银行、家庭或个人、金融机构、

政府。

（二）金融市场客体：交易对象——金融工具。

1.金融工具是在信用活动中产生、能够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并据以进行货币资金交

易的一

种合法的凭证。

2.金融工具特征：

期限性：指债务人从借债到全部归还本息之前所经历的时间。

流动性：指金融工具在必要时能迅速转化为现金而不至遭受损失的能力。

风险性：指购买金融工具的本金和预期收益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大小。

收益性：指持有金融工具所能带来的收益。

3.金融工具的分类：

按期限划分：货币市场工具和资本市场工具；

按融资形式分：直接融资工具和间接融资工具；

按性质划分为：所有权凭证和债权凭证；

按是否与实体经济直接相关：基础性金融工具和衍生性金融工具。

（三）金融市场的组织方式（媒体）：即将参与者与代表货币资金的金融工具联

系起来并组

织买卖双方进行交易的方式。分为场内交易和场外交易。

1.场内交易：一是有固定场所的有组织、有制度、集中进行交易的方式，如交易

所方式。



二是在各金融机构柜台上买卖双方进行面议的、分散交易的方式，如柜台交易方

式。

2.场外交易：既没有固定场所，也不直接接触，而主要通过中介机构、借助电讯

手段来

完成交易的方式。

（四）金融市场的交易价格：即金融工具按照一定的交易方式在交易过程中所产

生的价格。2

第二节 金融市场的分类及功能

一、金融市场的分类

1.按融资期限分：短期金融市场和长期金融市场；

2.按所交易金融产品的交割时间分：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

3.按所交易证券的层次为标准分：初级市场和次级市场；

4.按成交与定价方式分：公开市场、议价市场、店头市场和场外市场；

5.按金融工具的属性分：基础性金融产品市场和衍生性金融产品市场；

6.按金融市场的地域范围分：地方性的、全国性的、区域性的金融市场和国际金

融市场。

二、金融市场的功能

1.有效地筹集和分配资金的功能；

2.灵活地调度和转化资金功能；

3.优化资源配置功能；

4.降低交易成本、实现风险分散；

5.有效地实施宏观调控。

第三节 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

一、金融市场与产品市场的差异

金融市场上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单纯的买卖关系，而是一种借贷关系或委

托代理

关系，是以信用为基础的资金的使用权和所有权的暂时分离或有条件的让渡；金

融市场中的

交易对象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即货币资金。



二、金融资产、金融活动、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之间的区别

金融资产：资产是指对有价值的资源的所有权，可分为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有

形资产

也称实物资产，是指具有特定物质形态的有价值的所有权，如厂房、机器等，可

以直接用于

生产和消费。无形资产是指没有特定物质形态但能带来收益的所有权，如商标、

商誉、知识

产权、各种有价证券等。金融资产属于无形资产的一种，它是指建立在债权债务

关系基础上

的要求另一方提供报偿的所有权或索取权，就个人来说，金融资产与金融工具一

样，但对企

业来说，金融工具有可能是一种负债，如股票。

金融活动：资金在盈余方和短缺方之间进行的有偿调剂或借贷活动，称资金融通

或金融

活动。

金融产品：是指由金融机构设计和开发的各种金融资产，如银行储蓄、政府债券、

商业票据、回购协议等。

金融工具：指那些可以用来进行交易的金融产品。与金融产品的区别在于金融工

具可以

进行交易，而金融产品则不一定可以进行交易，如银行存款属于金融产品而不属

于金融工具。

三、我国金融机构体系的构成

（一）银行性金融机构包括中央银行、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股份制）、信用

合作机构。

（二）非银行性金融机构包括保险公司、消费信用公司、证券公司、财务公司、

信托投资公

司、融资租赁公司等。

四、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

（一）组织形式的全球网络化；



（二）交易主体的国际化；

（三）资本流动的国际化；

（四）同质金融资产价格的趋同化。

五、金融市场国际化和全球化一体化原因

（一）世界经济一体化是金融市场一体和全球一体化的根本原因；

（二）国际金融市场之间的激烈竞争是金融市场全球一体化的直接原因；

（三）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由可能变成现实；

（四）金融创新日新月异与金融管制的放松是促进金融市场全球一体化的重要因

素。

六、金融市场全球一体化的作用与影响

（一）作用

1.有效地降低了市场主体的交易成本，提高了市场的动作效率；

2.有利于资本在全球的优化配置，推动了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促进世界经济增

长；

3.推进国际新金融秩序的建立。

（二）影响

1.金融市场一体化削弱了各国宏观经济调控有效性；

2.金融市场一体化带来市场的风险增加；

3.金融市场一体化对各国监管带来新挑战。

3 第四节 案例分析

案例一：美国为何能成为全球性金融中心

2009 年 10 月 8 日，世界经济论坛(WEF)公布最新全球金融中心排名，美国全

球金融中

心榜首的位置被英国取代，退居第 3 名；新加坡由去年的第 10 名跃升为第 4

名，在亚洲击

败过去排名在前的日本（9）和香港（5），成为亚洲最佳金融中心。

全球金融中心排名是世界经济论坛针对全球 55 个领先的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

进行评分



后得出的，评分项目包括：制度环境、商业环境、金融稳定性、银行业金融服务

及企业与个

人获取各种资本和金融服务简易程度等 7 方面共 120 多个项目。

根据这份报告，虽然美国位居全球金融中心榜首的位置被英国取代，并退居第 3

名，但

在许多专业人士的眼中，这只是过去两年金融危机的后遗症，无论从市场规模、

制度环境还

是金融创新、参与程度都表明，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没有任何国家的

货币可以取

代美元取得霸主地位，美国仍将是全球性的国际金融中心。

思考：

1.什么是全球性金融中心？

2.美国有哪些金融中心？

3.建设全球性金融中心的国家作用？

4.中国上海能成为全球性金融中心吗？

案例二：从美国金融危机看金融市场一体化之弊？

金融危机第一波：2007 年 3 月 12 日，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财务出现危机,股

价跌至 87

美分，被证交所停牌并引发次贷危机；

第二波发生在 2008 年 6 月房利美、房地美公司频临破产；

第三波发生 2008 年 9 月 15 日华尔街巨头雷曼兄弟轰然倒塌,美林证券被美

国银行收购；

美国政府援救美国国际公司；高盛、摩根斯坦利变身为商业银行控股公司；

第四波 2008 年 9 月全球股市暴跌，经济增长下滑……

思考：

1．试从美国金融危机漫延时间表说明金融市场一体化之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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