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9单元  资本市场 

常见问题 

1.与货币市场相比，资本市场的特点及功能有哪些？ 

与货币市场进行短期的资金融通相比，资本市场更具有长期投资性，其特点、

功能如下： 

资本市场的四个特点：第一，交易工具的期限长。中长期债券的期限都在一

年以上。第二，筹资目的是满足投资性资金需要，具有很强的投资性。第三，筹

资和交易的规模大。第四，二级投资交易的收益具有不确定性。 

资本市场的三个功能：第一，资本市场是筹资与投资平台，第二，资本市场

是资源有效配置的场所，第三，资本市场能够促进购并与重组。 

2.简要介绍资本市场投资分析的主要内容及方法。 

在证券投资中为规避风险、获取最大收益，需要对证券投资进行全面分析，

投资分析的内容主要包括基本面分析和技术分析。 

基本面分析包括四个主要内容：第一，宏观经济周期性运行与证券市场分析，

第二，宏观经济政策与证券市场分析，第三，产业生命周期与证券行市分析，第

四，公司状况与证券行市分析。 

技术分析从不同的角度对市场行为进行分析，寻找和发现其中不直接显露

的实质内容，是进行技术分析最基本的出发点。由于侧重点和观测角度不同，

技术分析的研究方法也就不同。 

按照目前市场流行的说法，技术分析方法大致可以分为技术指标法、切线法、

形态法、K线法、波浪法和周期法等六种。 

3.资本市场国际化的定义是什么，如何衡量一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化程度？ 

资本市场国际化，指的是资本市场活动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本可以在市场

中自由流入或者流出。 

衡量一个市场国际化程度的高低，主要可从三个方面进行： 

（1）市场进入的限制。一般来说，市场准入限制越多，市场的国际化程度

越低。 

（2）市场机构与品种的丰富程度。金融产品的创新依托一个开放的市场，

反映全球不同类型融资者和投资者的偏好。一般来说，市场机构和品种越丰富，

国际化程度越高。 



 

 

（3）市场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的联动程度。一般而言，国内资本市场与国

际资本市场走势较为一致，能够反映出两个市场的高度相关性，这也是资本市场

国际化的一个重要体现。 

4.分析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进程的路径选择和特点。 

我国资本市场在经历了短短十几年的发展后，国际化程度在逐渐提高，已

经取得显著的成就，尤其是股权分置改革以来，资本市场在投资者和中介组织

国际化方面加快了脚步。表现为通过资本市场进行国际并购的上市公司越来越

多，中国资本市场与全球资本市场的联动性也在逐步增强。 

我国资本市场国际化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投资者国际化；第二，金

融中介国际化；第三，跨国并购活动的开展。 

资本市场国际化在路径选择上需要依据本国的基本国情展开。我国进行资本

市场开放的特点主要体现为循序渐进，即，顺应国际化发展的趋势，逐步放松资

本项目管制，创新资本市场体系，注重市场基础建设，强化国际资本流入的可控

性与金融监管，加速国内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的对接。 

具体路径为，首先开放货币市场，然后在金融监管水平逐渐提高中对资本市

场进行有限开放，接着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最后实现资本市场全面

开放。 

5.如何理解资本市场的效率，试从资本市场交易成本的内涵分析。 

资本市场效率有着不同的内涵与外延，从广义上看，一切衡量资本市场功能

的绩效性指标都可以作为资本市场效率指标。从狭义上看，是指资本市场有效原

则，即资本市场上频繁交易的金融资产的市场价格反映了所有可获得的信息，而

且面对新信息完全能迅速地做出调整。 

证券交易成本可以从一个侧面研究资本市场的效率。交易成本一般可以分为

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 

显性成本主要有手续费、税费、通讯费等等。显性成本的高低主要取决于

交易市场之间的竞争、市场繁荣程度、政府管制、技术进步等因素。在市场间

竞争较激烈、市场升温、政府对市场持鼓励支持态度、技术进步等情况下，显

性交易成本会下降，反之则会上升。 

隐性成本主要是价差和信息成本。在隐性成本中，决定价差成本的因素主要

是影响证券流动性的因素，如证券质量、市场交易机制等；而信息成本则相对复

杂。资本市场上的信息主要有企业经营状况、产品销售状况、未来的投资计划等



 

 

等与资产实际价值有关的信息，以及包括当前行情、过去的交易价格和交易量记

录的交易信息。决定信息成本的因素主要是信息透明度。信息透明度越高，信息

成本就越低。而政府监管效率、公司治理结构、社会的法制化程度、经济的市场

化程度、中介服务机构的服务质量和相互之间的竞争程度等则是影响信息透明度

的主要因素。 

因此，交易成本，尤其是隐性成本较低的资本市场，体现了较高的透明度，

是资本市场效率较高的标志。 

6.如何理解利率在资本市场中的决定性作用？ 

利率（Interest Rates），就其表现形式来说，是指一定时期内利息额同借

贷资本总额的比率。利率是单位货币在单位时间内的利息水平，表明利息的多少。

多年来，经济学家一直在致力于寻找一套能够完全解释利率结构和变化的理论，

"古典学派"认为，利率是资本的价格，而资本的供给和需求决定利率的变化；凯

恩斯则把利率看作是"使用货币的代价"。利率是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金融变量，

几乎所有的金融现象、金融资产均与利率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在资本市场上，利率是资产定价最重要的参考指标。进行资产定价，核心在

于确定资产的收益率。各类收益率，如到期收益率、持有期收益率、名义收益率，

实际收益率等，都必须参照市场利率进行厘定。一般普通无特殊收益资产的收益

率明显高于或低于市场基准利率，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上是不会被投资者认可

的。只有参考市场利率，并对资产的风险和流动性进行必要补偿后确定的资产收

益率才能广泛的被投资者认可和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