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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簡介： 
本課程的先修課程為貨幣銀行學（一）。 
  
這門課主要討論下列幾項主題： 
1. 金融中介機構高流動性負債與低流動性資產的經營特質是造成該體系不穩定

的因素。我們以訊息不對稱理論建構金融管制背後的思維與架構，並在這套

架構下分析金融管制與監理的特色，以及明智的管制與監理應如何設計與執

行。在分析金融管制的理論架構後，我們以美國儲貸機構危機為例，討論金

融機構風險為何上升，以及如何導致金融危機的發生。我們將特別注重三個

因素對銀行經營與風險的影響: 科技發展、金融消費者需求改變，以及不當

的金融管制與監理。此三大因素和本單元所提出的分析架構，可用於分析金

融體系的潛在風險，以及其他金融危機的成因。 
 
2. 第二單元討論央行和貨幣政策。貨幣政策是指中央銀行藉由調控貨幣供給或

利率水準，以達到總體經濟的最終目標如物價穩定、經濟成長和金融市場穩

定等。要理解貨幣政策對金融體系和總體經濟的影響，我們首先需瞭解央行

成立的目的和最終目標，以及一個理想的央行應具備的特色，包括獨立性、

透明度與可究責性。接下來討論總體經濟流動性的決定要素，以及實施貨幣

政策的策略和工具。我們也將討論美國與台灣的央行如何執行貨幣政策控制

貨幣數量與利率，量化寬鬆的執行和可能的問題。最後則討論央行執行貨幣

政策的策略，以及貨幣政策目標機制如何幫助央行達成最終目標。 
 

3. 第三單元首先討論貨幣需求理論，接下來應用總合需求與總合供給的概念來

討論貨幣成長率、物價膨脹以及失業率等總體經濟活動的關聯。我們應用總

和供需的理論架構討論貨幣政策的傳遞機制，藉以瞭解貨幣政策影響產出與

失業等總體經濟的管道，特別注重信用市場的不完美對貨幣政策傳遞機制的

影響。最後，應用我們所學習到的現代金融與貨幣制度在總體經濟社會中的

運作，來理解引發 2007-2008 次貸金融風暴的經濟機制，以及危機後貨幣金

融的重要議題，包括因應疫情的貨幣政策與信用措施對經濟的影響、低利率

環境對貨幣政策的考驗和對經濟的負面影響、金融科技發展對銀行業帶來的

機會和挑戰以及對政府政策的意涵，以及央行數位貨幣在經濟和法律上的意

涵與相關議題。 
 



二、 本課程教科書：  
李怡庭 (2021)《貨幣銀行學》，第 4 版，台北：雙葉書廊。  
 
其他參考書：  
陳虹宇、吳聰敏、李怡庭、陳旭昇 (2021)《致富的特權：二十年來我們為央行

政策付出的代價》，春山出版。 
Frederic S. Mishkin (2016) The Economics of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11th ed, Pearson.  
陳南光 (2017) 《貨幣銀行學：理論與應用》，第 2 版，雙葉書廊。  
 
三、成績考核（暫訂）：  
期中考 45%，期末考 45%，出席與課堂參與度（小考）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