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银行法课程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Course Information）

课程编号

（Course ID）
*学时

（Credit Hours）
32

*学分

（Credits）
2

*课程名称

（Course Name）

银行法

Banking Law

先修课程

（Prerequisite Courses）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本课程旨在使学生了解银行法律框架、监管和合规等方面的知识，为未来从事相关工作提供必要的

法律基础。课程意义在于使学生了解银行业的法律规范和相关法律制度，掌握银行业务的法律实务，

提高对银行业风险识别和防范的能力，培养未来从事相关工作的人才。本课程涵盖了银行业的各个

方面，包括银行监管、金融市场、金融产品、信用风险管理等，有助于学生深入了解银行业的法律

体系和运作机制，增强实践能力和竞争力。课程的定位是为学生提供一个全面的、系统的银行法律

知识体系，帮助学生了解银行业的法律规范和监管制度，掌握银行业务的法律实务，提高对银行业

风险识别和防范的能力。

本课程采用理论讲授、案例分析、互动研讨、模拟实践、专家讲座等多种教学方法，以帮助学

生深入理解和应用所学知识。

银行法课程的主要教学方法包括理论讲授、案例分析、模拟实践和专题研讨。其中，理论讲授

是基础，通过系统地介绍银行业的法律制度和相关法律规范，使学生了解银行业的法律体系和运作

机制。案例分析是重点，通过分析实际案例，让学生深入了解银行业务的法律实务，提高对银行业

风险识别和防范的能力。通过模拟实际场景，能够让学生在实践中更熟练掌握银行业务的法律实务，

并提高实践能力和竞争力。互动研讨是取得教学实效的关键，通过与学生的互动交流，引导学生思

考和探讨问题，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邀请专家学者前来开展学术讲座，提高学生们的专

业认知。

本课程紧紧围绕坚定学生理想信念，以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人民、爱集体为主线，围

绕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宪法法治意识、道德修养等重点优化课程思政内容供给，系统

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法治教育、劳动教育、心理健康

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在课程教学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

话语体系。旨在帮助学生了解相关专业和行业领域的国家战略、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引导学生深

入社会实践、关注现实问题，培育学生经世济民、诚信服务、德法兼修的职业素养。

在课程目标上，从重视知识内容的传递转向关注学生的学习效果；在教学实施中，从强调讲课

能力的提升转向侧重学习能力的培养；在学业考评中，从提供终结性分类评级转向加强过程评价与

反馈。

本课程要求知识能力素质的有机融合，旨在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和高级思维，课

程内容反映前沿性和时代性，教学形式体现先进性和互动性，学习结果具有探究性，体现个性化。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Course Significance/Orientation: This course aims to enabl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legal

framework of banking, regulation and compliance, and provide the necessary legal foundation for future

work in related field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urse is to enabl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legal norms of the banking

industry and related legal systems, master the legal practice of banking business, improve the ability to

identify and prevent risks in the banking industry, and train talents for future work in related fields. This



course covers all aspects of the banking industry, including banking supervision, financial markets,

financial products, credit risk management, etc. It helps students gain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legal system and operational mechanism of the banking industry and enhance their practical ability and

competitiveness.

The orientation of the course is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a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banking

legal knowledge system, help them understand the legal norms and regulatory system of the banking

industry, master the legal practice of banking business, and improve their ability to identify and prevent

risks in the banking industry.

Main teaching methods: This course adopts various teaching methods such as theoretical lectures,

case studies, interactive seminars, simulation practice, and expert lectures to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and apply what they have learned in depth.

The main teaching methods of the banking law course include theoretical lectures, case studies,

simulations and seminars. Among them, theoretical lectures are the foundation, through the systematic

introduc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of banking industry and related legal norms, so that students can

understand the legal system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of banking industry. Case analysis is the focu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actual cases, students can gain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legal practice of

banking business and improve their ability to identify and prevent risks in the banking industry. Through

simulating actual scenarios, students can master the legal practice of banking more proficiently in

practice and improve their practical ability and competitiveness. Interactive seminars are the key to

effective teaching. Through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with students, students are guided to think about

and discuss issues to enhance their interest and participation in learning. Experts and scholars are invited

to give academic lectures to improve the student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教材

（Textbooks）

参考资料

（Other References）

*课程类别

（Course Category）
公共基础课/全校公共必修课 通识教育课 专业基础课

专业核心课/专业必修课 专业拓展课/专业选修课 其他

*授课对象

（Target Students）
法学专业本科生

*授课模式

（Mode of Instruction）

线上，教学平台

线下 混合式 其他

实践类（70%以上学时深入基层）

*开课院系

（School）
法学院

*授课语言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中文 全外语

双语：中文+ （外语讲授不低于 50%）

*授课教师信息

（Teacher Information）

课程负责人

姓名及简介 肖京，男，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团队成员

姓名及简介



学习目标

（ Learning

Outcomes）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应达到如下目标：

1.熟悉银行法的基本概念、法律框架和制度设计；

2.了解银行业的监管机制和法律责任；

3.掌握银行业务中的法律风险管理和合规要求；

4.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考核方式

（Grading）
课程成绩采取结构成绩制，本门课程的成绩由平时成绩、期末成绩组成总评成绩，平时成绩占总评

成绩的 30%。

*课程教学计划（Teaching Plan）

周次

周

学

时

其中

教学内容摘要

（必含章节名称、讲述的内容提要、实验的名称、教学方法、课堂讨论的题目、

阅读文献参考书目及作业等）

讲

授

实

验

课

习

题

课

课

程

讨

论

其

他

环

节

第一周 2 2 0 0 0 0

第一章 金融与金融学原理

第一节 金融原理 第二节 金融学原理 第三节金融市场原理

内容提要：金融的概念、金融的本质、金融市场与利率等金融基本

原理。

第二周 3 3 0 0 0 0
第二章 银行与银行学原理

第一节 银行的概念 第二节 银行的历史 第三节 银行的运作

内容提要：银行的概念、种类、历史发展以及银行运作的基本原理。

第三周 3 3 0 0 0 0

第三章 金融法与银行法原理

第一节 金融法的概念 第二节 银行法的概念 第三节 银行法的发

展

内容提要：金融法的概念、银行法的概念、银行法的历史与未来等。

第四周 3 3 0 0 0 0

第四章 中央银行法基本理论

第一节 中央银行的概念 第二节 中央银行的历史 第三节中央银行

的职能定位

内容提要：中央银行的概念、历史发展、职能定位等。

第五周 3 3 0 0 0 0

第五章 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

第一节 货币政策理论 第二节 货币政策工具 第三节 金融稳定与

调控

内容提要：现代货币政策的理论与实践、金融稳定的干预等。

第六周 3 3 0 0 0 0

第六章 中国人民银行法

第一节 中国人民银行的定位 第二节 中国人民银行的机构设置 第

三节 中国人民银行的主要职能

内容提要：中国人民银行的定位、职能、机构设置等。



第七周 3 3 0 0 0 0

第七章 商业银行法基本理论

第一节 商业银行法的概念 第二节 商业银行的国外理论 第三节

商业银行的中国实践

内容提要：商业银行的概念、商业银行法律的中外理论与实践。

第八周 3 3 0 0 0 0

第八章 商业银行法的组织与管理

第一节 商业银行的组织 第二节 商业银行的管理 第三节 商业银

行的运营

内容提要：商业银行组织与管理的中外理论与实践。

第九周 3 3 0 0 0 0

第九章 商业银行的业务

第一节 商业银行的传统业务 第二节 商业银行的现代业务 第三节

商业银行的国际业务

内容提要：商业银行的核心业务与非核心业务。

第十周 3 3 0 0 0 0

第十章 政策性银行法律制度

第一节 政策性银行概述 第二节 国外典型的政策性银行 第三节

我国的政策性银行

内容提要：政策性银行的中外法律理论与实践。

第十一周 3 3 0 0 0 0

第十一章 金融与银行监管法律制度

第一节 金融与银行监管概述 第二节 国外金融与银行监管法律制

度 第三节 我国金融与银行监管法律制度

内容提要：金融监管的基本理论与制度。

总计
3

2

3

2

备注（Not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