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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金融学是高等学校经济和管理类专业的核心课程，也是金融专业的主干课

程，学习金融学是学习和研究金融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基础。 为了帮助大家学好

这门课程，我们编写了这本学习指导书。
本书是《金融学概论》的配套教学用书。 本书根据教材将每章分为四个部

分：第一部分为学习目的和要求；第二部分为教学内容的要点提示；第三部分为

练习题；第四部分为练习题的参考答案。
我们在忠实于教材的基础上，又对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化和拓展，以便开阔大

家的思路，深化对学习内容的认识和理解。
虽然我们尽了很大努力，但由于时间仓促，加之水平有限，不尽人意之处仍

然存在，甚或有不当或错误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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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第一章
货币与货币制度














 



 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货币的起源、本质、货币形态的变化、货币层次的划分、

货币的作用,掌握货币的职能、货币制度的内容和货币制度的演变。

【要点提示】

第一节 货币的本质

一、货币的起源

马克思理论认为,货币的根源在于商品本身,是商品交换的必然产物。商品要实现其

价值就要通过交换,一个商品A与另一个商品B实现了交换,商品A的价值就通过商品B
表现出来。而商品交换是随着商品生产的不断扩大,由偶尔、简单的交换向频繁、复杂的

交换发展的,价值的表现形式也相应地由简单、偶尔的价值形式向扩大的、一般的价值形

式发展,最后发展到货币形式。

1.简单的价值形式

(1)含义:一种商品的价值偶尔地通过另一种商品表现出来。
(2)特点:①说明两种不同的商品具有同质的东西即价值,牛皮的价值得到了体现,

也就是2把石斧。②石斧的自然形态被忽视,它成为表现牛皮价值的表现材料,具有等价

物的萌芽特征。

2.扩大的价值形式

(1)含义:一种商品的价值通过许多种商品表现出来。
(2)特点:进一步说明了不同的商品具有同质的东西即价值,并且价值量可以相互

比较。
(3)缺陷:①价值的表现和等价物不统一。②物物交换,给交换带来了困难。

3.一般的价值形式

(1)含义:许多种商品的价值通过一种商品表现出来。
(2)优点:①价值的表现和等价物都统一,②克服了物物交换的困难,交换只需两个

环节就可完成,即卖和买。

4.货币价值形式

当各种商品的价值固定地通过一种商品表现出来,这种商品就是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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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货币的本质

1.货币是固定的一般等价物

(1)它是表现其他商品价值的材料;(2)它具有与其他一切商品直接相交换的能力。

2.货币是自发核算社会劳动的工具

商品交换获得的货币数量,体现了该商品被社会承认的价值量,以及该商品在整个社

会商品体系中的构成情况和供求情况,它在西方也被认为是商品的 “选票”,它作为 “看不

见的手”指挥着生产要素的分配和生产结构的调整。

三、货币形态

(1)实物货币。就是以自然物品充当货币。
(2)金属货币。它与实物货币比较具有许多优点:体积小价值大,同质可分,便于保

存和携带。
(3)纸币。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纸币泛指用纸造的货币;狭义纸币是指国家纸

币,它是国家为了弥补财政赤字而发行的货币符号。

纸币产生的可能性包含在货币发挥流通手段的特点中。纸币的特点是,它本身无价值,

是强制流通的货币符号。
(4)信用货币。①含义:它是在信用关系下产生的能够发挥货币职能的信用凭证。它

与国家纸币的根本区别在于,它是为满足流通需要而发行的。②种类:商业票据和银行券。

另外还有 “存款货币”和 “电子货币”。

第二节 货币的职能

一、价值尺度

(1)含义:货币用于表现和衡量其他商品价值。商品价值内在尺度是必要劳动时间,

外在尺度是货币。
(2)特点:只需要观念的货币,不需要现实的货币;但必须是十足价值的货币。
(3)价格标准:即货币单位,早期是金属重量单位,后来与重量单位相分离,比如人

民币的 “元”。

二、流通手段

(1)含义:货币用于商品交换的媒介。这时商品交换分离为买卖两个环节。
(2)特点:现实的货币,但不一定需要十足价值的货币。
(3)马克思的货币需求量公式:流通中货币需求量=P·Q/V。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

是货币的两个基本职能,马克思认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就是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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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储藏手段

(1)含义:货币退出流通处于静止状态。一般说来,买卖之间很可能有一段时间的间

歇,如果间歇的时间较短,则不叫储藏,而是持币待购,是流通手段的准备。只有当货币

退出流通的时间很长,才是货币储藏。
(2)目的:一是单纯保存价值,二是财富积累,为了今后的某种用途,消费或投资。

货币是一般财富的代表,所以是最好的储藏形式。
(3)特点:在金属货币流通的条件下,需要现实的同时又是十足价值的货币。金属货

币的储藏还能调节流通中的货币必要量。在信用货币制度下,人们储藏货币更多的是以银

行存款和储蓄为方式。对于货币的所有者来说,这些方式也同样是积累和储存价值。但从

整个社会角度来说,并不意味着有对应数量的真实价值退出流通,因为纸币只是价值符号,

并且银行要以贷款的方式给予使用。

四、支付手段

(1)含义:当货币作为单方面价值转移时,就发挥支付手段职能。货币的支付有一部分

与商品交易有关,比如赊销商品延期支付,也有一部分与商品交易无关,比如税收、借贷等。
(2)支付手段形成了一条债权和债务的锁链,这有可能使正常的经济运行受到干扰。

五、世界货币

(1)含义:货币在世界市场上发挥作用。

(2)作用:作为国际的一般支付手段和国际的一般购买手段;作为财富的一般代表在

国际间转移。

第三节 货币制度

一、货币制度的形成

货币制度,即国家以法律规定货币流通结构和组织形式。前资本主义货币流通的特点

是分散和紊乱,表现为货币不统一和货币不断变质。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就建立了货

币制度。

二、货币制度的构成要素

(1)货币材料 (货币金属):即国家法律规定用什么样的材料 (金属)来制作货币,它

是整个货币制度的基础。
(2)货币单位: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货币单位的名称和货币单位的 “值”。早期的

货币单位与重量单位是一致的,比如 “镑”“钱”“两”等。后来两者分离,比如 “元”“法
郎”“里拉”等。货币单位更重要的是币值的确定,比如美国1934年确定1美元的含金量

是0.888671克。当今黄金非货币化,币值无法用金属重量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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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种货币的铸造、发行与流通程序。

①主币 (本位币):是用法定的货币金属和货币单位铸造的货币,是一个国家的基本通

货,用于计价、结算。它可以自由铸造和自由熔化,这样可以自发调节流通中的货币量。
具有无限法偿,即无限的支付能力。

②辅币:是供找零之用的小额货币,比如美分、便士等。辅币是用贱金属铸造的,其

面额价值小于实际价值,铸造货币有收入,所以只能由国家铸造。同时它也是有限法偿,
即有限的支付能力。

③信用货币:由国家中央银行统一发行,是法定的支付手段,一般不能拒绝接受。
(4)金准备制度:即黄金储备。其用途有三个方面:作为国际支付准备;作为补充国

内金属货币流通准备;作为存款支付和银行券兑换的准备。

三、货币制度的演变

1.银本位

(1)含义:是指以银作为本位币材料的货币制度。16—18世纪盛行。
(2)特点:自由铸造和自由熔化,无限法偿;自由兑换;自由输出和输入。
(3)放弃银本位的原因:①出现了大宗交易,黄金与白银相比体积小价值大;②银矿

大量发现以后,其价值不稳定;③黄金产量有了较大的增长。

2.金银复本位

(1)含义:即国家法律规定用黄金和白银两种金属同时作为本位币材料。16—18世纪

流行。
(2)特点:自由铸造和熔化,无限法偿;自由兑换;自由输出和输入。
(3)类型:①平行本位。即国家法律规定两种金属按市场比价流通。这样市场的商品就

有两种价格———金价和银价,并且随市场金银比价的变化而波动,因此影响商品流通的正常

进行。②双本位。即国家法律规定金银按固定比价流通。这主要是为了防止商品的价格随金

银的市场比价波动而波动。但又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即实际比价与法定比价不同的

货币同时流通时,实际比价高的货币为良币,实际比价低的货币为劣币,通过价值规律的作

用,良币必然退出流通,劣币反而充斥市场。因此,复本位是一种不稳定的货币制度。

3.金本位

(1)含义:金本位就是国家法律规定用黄金作为本位币。由英国1816年率先实行,19
世纪中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实行。

(2)特点:①自由铸造和熔化;②自由兑换;③黄金自由输出和输入。金本位是一种

相对稳定的货币制度。
(3)金本位崩溃的原因:黄金的产量有限,而需要量则随着商品交易量的扩大而急剧增

加;同时,又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世界黄金储备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因此其

他国家货币流通的黄金基础大大削弱,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金本位就无力维持了。

1924—1928年是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企图恢复金本位,使通货稳

定,但又无力恢复战前那种典型的金本位。它们所恢复的是两种残缺不全的金本位———金块

本位和金汇兑本位。到了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金本位就彻底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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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制度

(1)含义:黄金退出流通非货币化,流通中是不兑现的纸币。
(2)特点:①黄金非货币化,银行券不与黄金兑换。②现实中的货币都是信用货币,

包括银行券和银行存款。③银行券由国家法律强制流通,存款可以兑换银行券。④信用货

币通过银行信用渠道进入流通。⑤国家对货币流通进行调节。

四、我国的货币制度

(1)人民币制度的建立:1948年12月1日开始发行人民币,标志着新中国货币制度的建

立,1955年3月1日发行新人民币,同时建立辅币制度,这样逐渐健全了人民币制度。
(2)人民币制度的性质:是信用货币制度,具有信用货币制度的一切特征。
(3)人民币制度的内容:

①人民币是我国唯一合法流通的货币。

②人民币的单位是元,辅币单位为角、分。

③人民币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发行。

④国家对货币流通进行管理,包括存款和现金。

⑤我国建立金银和外汇储备制度。

第四节 货币层次的划分

一、货币层次划分的依据

货币层次划分的依据是金融资产的流动性。金融资产的流动性是指一种金融资产能迅

速转换成现金而对持有人不发生损失的能力,也就是变为现实的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能

力,也称变现力。

二、货币的层次

(1)M0=流通中现金。

(2)M1= 流通中现金 + 商业银行体系的支票存款。这就是狭义的货币供应量。
(3)M2=M1+商业银行的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
(4)M3= M2+其他金融机构的储蓄存款和定期存款。
(5)M4=M3+其他短期流动资产 (如国库券、银行承兑汇票、商业票据等)。

 练习题

一、填空题

1.在商品经济中,货币执行着 、 、 、 、 五

种职能;其中在表现和衡量商品价值时,货币执行 职能;在退出流通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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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在世界市场上发挥一般等价物作用时执行 职能。

2.货币的五种职能中, 和 是其基本职能。

3.货币是所有商品价值的表现材料,这是由货币的 职能体现。

4.从 历 史 过 程 看,货 币 制 度 先 后 采 取 了 四 种 类 型,即 、 、
、 。

5. 之所以为人们所接受在于政府规定了它具有无限法偿。

6.纸币流通最大的两个缺点在于:(1)容易引起 ;(2) 不稳定。

7.在金本位制下,各国货币的比价是由 决定的价值基础。

8.金银货币按各自所含的实际价值流通,市场上商品的双重价格有金银之间的比价自

发调整,是复本位制中的 。

9.一个国家的基本通货和法定的计价结算货币称为 亦称 。

10.在金银复本位制下,由于法定的金银比价与市场形成的金银比价不相一致,从而出

现 现象。

11.我国划分货币层次时规定,狭义货币M1由 和 构成,广义货币 M2

由M1加 构成。

12.目前,世界各国普遍以金融资产 的强弱作为划分货币层次的主要依据。

13.当一种商品从众多的商品中分离出来,经常地、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时,这就是

形式。

14.由法律赋予某一种货币的不受支付性质、支付数额限制的支付偿还能力被称

为 。

15.作为新中国货币制度的开端,中国人民银行于 年 月 日发

行人民币。

16.金币可以自由铸造,黄金可以自由输出输入的金属货币制度是 。

17.本位货币单位以下的小面额货币是 。

18.在格雷欣法则中,实际价值高于法定比价的货币是 。

19.在格雷欣法则中,实际价值低于法定比价的货币是 。

20.货币制度最基本的内容是 。

二、单项选择题

1.纸币的发行是建立在货币 (  )职能基础上的。

 A.价值尺度     B.流通手段    C.支付手段     D.储藏手段

2.历史上最早的货币制度是 (  )。

 A.金本位制 B.银本位制 C.金银复本位制 D.金汇兑本位制

3.贝币和谷帛是我国历史上的 (  )。

 A.信用货币 B.纸币 C.实物货币 D.金属货币

4.本位货币是 (  )。

 A.是一个国家货币制度规定的标准货币

 B.本国货币当局发行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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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以黄金为基础的货币

 D.可以与黄金兑换的货币

5.典型的金本位制是 (  )。

 A.金块本位制 B.金汇兑本位制 C.虚金本位制 D.金币本位制

6.纸币本位制是以 (  )的货币制度。

 A.银行券为本位货币

 B.可以自由兑换黄金的本位货币

 C.信用货币为本位货币

 D.纸币为本位货币

7.如果金银的法定比价位1∶13,而市场比价位1∶15,这时充斥市场的将是 (  )。

 A.银币 B.金币 C.金币银币同时 D.都不是

8.劣币是指实际价值 (  )的货币。

 A.等于零 B.等于名义价值 C.高于名义价值 D.低于名义价值

9.本位货币在商品流通和债务支付中具有 (  )的特点。

 A.无限法偿          B.有限法偿

 C.债权人可以选择是否接受    D.债务人必须支付

10.在一国货币制度中,(  )是不具有无限法偿能力的货币。

 A.主币 B.本位币 C.辅币 D.都不是

11.某公司以延期付款方式销售给某商场一批商品,则该商场到期偿还欠款时,货币执

行 (  )职能。

 A.支付手段 B.流通手段 C.购买手段 D.储藏手段

12.在金属货币制度下,本位币的名义价值与实际价值是 (  )。

 A.呈正比 B.呈反比 C.相一致 D.无关

13.在价值形式发展到一般价值形式时,等价物称为 (  )。

 A.个别等价物 B.货币 C.一般等价物 D.特殊等价物

14.以金铸造本位币,以银铸造辅币的货币制度是 (  )。

 A.银本位制 B.金银复本位制 C.金本位制 D.金块本位制

15.“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是指 (  )。

 A.金银天然地最适宜于充当货币

 B.金银就是货币

 C.货币就是金银

 D.金银不是货币

16.货币在发挥 (  )职能时,可以用观念上的货币。

 A.价值尺度 B.流通手段 C.储藏手段 D.支付手段

17.以金币为本位币,但并不铸造和流通金币,银行券只能兑换金块的货币制度是 (  )。

 A.金本位 B.金块本位制 C.金汇兑本位制 D.信用货币制度

18.财政、信贷收支是借助于货币的 (  )职能。
 A.价值尺度 B.支付手段 C.储藏手段 D.流通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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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当多种商品与一种商品相交换,在不同的地区等价物不同时,货币的产生与发展正

处在 (  )。
 A.简单的偶然的价值形式多样     B.扩大的价值形式

 C.一般的价值形式 D.货币的价值形式

20.当黄金从众多的商品中分离出来,经常地、固定地起着一般等价物作用时,它已经

处于 (  )。
 A.简单的偶然的价值形式

 B.扩大的价值形式

 C.一般的价值形式

 D.货币的价值形式

21.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价值形式相应地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经历了 (  )。
 A.简单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价值形式、货币价值形式

 B.简单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一般价值形式、扩大的价值形式、货币价值形式

 C.一般价值形式、简单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扩大的价值形式、货币价值形式

 D.一般价值形式、简单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货币价值形式、扩大的价值形式

22.自货币产生以来的几千年中,货币形态由低级向高级的不断演变,大体说来经历着

(  )。
 A.金属货币、实物货币、纸币、信用货币

 B.实物货币、金属货币、纸币、信用货币

 C.实物货币、纸币、金属货币、信用货币

 D.金属货币、实物货币、信用货币、纸币

23.格雷欣法则起作用于 (  )。
 A.平行本位制 B.双本位制

 C.跛行本位制 D.单本位制

24.在货币层次中,货币具有 (  )的性质。
 A.流动性越强,现实购买力越强 B.流动性越强,现实购买力越弱

 C.流动性越弱,现实购买力越弱 D.答案AC是正确的

三、多项选择题

1.在下列货币职能中,不能采用观念上的货币,而必须采用现实的货币的有 (  )。

 A.价值尺度 B.流通手段

 C.储藏手段 D.支付手段

 E.世界货币

2.货币执行世界货币的职能主要表现为 (  )。
 A.国际的价值尺度 B.国际一般的购买手段

 C.促进全球化 D.国际一般的支付手段

 E.国际财富转移的一种手段

3.货币制度的基本内容有 (  )。

 A.货币材料 B.货币单位

 C.通货的铸造、发行和流通程序 D.金准备制度

 E.规定货币之间的兑换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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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信用货币制度下,法偿性货币有 (  )。
 A.流通中的纸币 B.本位货币

 C.活期存款 D.小额通货

 E.转账支票

5.金本位制经历了金币本位制、金块本位制、金汇兑本位制,其中金币本位制具有以

下特点 (  )。
 A.各国为货币确定含金量 B.金币可以自由铸造和熔化

 C.银行券可以兑换外汇 D.辅币与银行券可以自由兑换为金币

 E.黄金可以自由输出入国境

6.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具有以下特点 (  )。
 A.它是价值的表现材料 B.它是具体劳动的表现材料

 C.它是抽象劳动的表现材料 D.它是社会劳动的表现材料

 E.它是私人劳动的表现材料

7.纸币的特点是 (  )。
 A.产生于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 B.它本身无价值

 C.它是货币符号 D.它需要强制流通

 E.它具有与其他商品相交换的能力

8.人民币符合以下特点 (  )。
 A.是信用货币 B.起一般等价物作用

 C.是我国唯一合法流通的货币 D.是典型的国家纸币

 E.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发行

9.在我国货币层次中准货币是指 (  )。
 A.银行活期存款 B.企业单位定期存款

 C.居民储蓄存款 D.证券公司的客户保证金存款

 E.现金

10.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制度的主要特征有 (  )。
 A.黄金完全退出流通        B.银行券是法定的支付手段

 C.现实经济中的货币都是信用货币 D.信用货币通过银行信贷进入流通

 E.国家对货币流通的调节日益加强

四、重要概念

1.货币  2.本位币  3.信用货币   4.金银复本位制   5.货币制度

6.劣币驱逐良币规律  7.无限法偿  8.有限法偿  9.纸币  10.辅币

11.金本位制  12.金块本位制  13.金汇兑本位制  14.价值尺度  15.双本位制

16.平行本位制  17.铸币

五、判断题

1.银行券只在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制度下流通,在金属货币制度中不存在。(  )

2.金币本位制条件下,流通中的货币都是金铸币。(  )
3.当今社会,黄金已完全退出货币舞台。(  )

4.信用货币实际上是银行债务凭证,信用货币流通也就是银行债务的转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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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货币天然不是黄金,但金银天然是货币。(  )

6.金汇兑本位制规定银行券不能兑换黄金,但可换取外汇。(  )

7.目前,世界各国普遍以金融资产安全性的强弱作为划分货币层次的主要依据。(  )

8.格雷欣法则是在金银复本位制中的平行本位制条件下出现的现象。(  )

9.作为价值尺度,货币解决了在商品和劳务之间进行价值比价比较的难题。(  )

10.充当流通手段的货币必须是观念上的货币。(  )

11.通货,即现实流通中的货币,包括钞票、银行存款和票据。(  )

12.货币构成中M1、M2、M3、M4 这些变量相互影响和相互独立。(  )

13.金本位制下的外汇汇率稳定在于受到黄金输送点的制约。(  )

14.信用货币自身没有价值,所以不是财富的组成部分。(  )

15.我国法定货币是人民币,它没有确定法定含金量,是没有物质保证的。(  )

16.货币的本质决定货币的职能,货币职能是货币本质的具体表现。(  )

17.货币可以在没有价格标准的情况下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  )

18.纸币流通仅仅出现在信用货币制度下。(  )

六、简答题

1.货币是如何产生和演变的?

2.货币制度有哪些构成要素,它是如何演变的?

3.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制度有哪些特点?

4.简述人民币制度的性质和内容。

5.我国现时对货币供给量划分为哪几个层次? 划分的依据及意义是什么?

七、论述题

如何理解货币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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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一、填空题

1.价值尺度 流通手段 支付手段 储藏手段 世界货币 价值尺度 储藏手段 世界货币

2.价值尺度 流通手段

3.价值尺度

4.银本位制 金银复本位制 金本位制 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制度

5.本位币

6.通货膨胀 货币流通

7.铸币平价

8.平行本位制

9.本位币 主币

10.劣币驱逐良币

11.流通中的现金 活期存款 准货币

12.流动性

13.货币价值

14.无限法偿

15.1948121
16.金币本位

17.辅币

18.良币

19.劣币

20.货币材料的确定

二、单项选择题

1.B 2.B 3.C 4.A 5.D 6.D 7.A 8.D 9.A 10.C 11.A

12.C 13.C 14.C 15.A 16.A 17.B 18.B 19.C 20.D 21.A

22.B 23.B 24.D

三、多项选择题

1.BCDE 2.ABDE 3.ABCD 4.ABD 5.ABDE 6.ACD 7.BCDE 8.ABCE

9.BCD 10.ABCDE

四、重要概念

1.货币。是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是自发地核算社会劳动的工具,它体

现着一定的生产关系。

2.本位币。又叫 “主币”,是一个国家的基本通货,具有无限法偿的能力,任何人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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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接受,具有强制流通的力量。

3.信用货币。是国家法律规定强制流通的,不以金银为基础独立发挥货币职能的货币。
信用货币载体包括纸币、银行存款、信用卡、电子货币等。

4.金银复本位制。是指国家法律规定用金和银同时作为本位币材料的货币制度。

5.货币制度。简称 “币制”,是指国家以法律规定的货币流通结构和组织形式。

6.劣币驱逐良币规律。就是两种实际比价与法定比价不同的货币同时流通时,实际比

价高的货币为良币,实际比价低的货币则是劣币,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良币被收藏、熔

化,从而退出流通,劣币反而充斥市场。这一规律也称为 “格雷欣法则”。

7.无限法偿。就是指具有无限支付的能力。即法律规定,支付时没有数额限制,不论

每次支付数额多大,任何人都不得拒绝接受。本位币具有无限法偿能力。

8.有限法偿。就是一次支付中有法定支付限额的限制,超过一定的数量,收款人有权

拒绝接受。辅币具有有限法偿能力。

9.纸币。广义的纸币,泛指纸质货币。狭义的纸币又叫 “代用货币”,是指国家发行和

强制流通的货币符号。

10.辅币。是本位币以下的小额通货,供日常零星交易和找零之用。

11.金本位制。就是以黄金作为本位币的一种货币制度。

12.金块本位制。又称 “生金本位制”,货币单位规定有含金量,但不铸造、不流通金

币,而流通银行券,银行券达到一定数额后可以兑换金块的货币制度。

13.金汇兑本位制,亦称 “虚金本位制”,它是指一种以银行券作为流通货币,通过兑

换外汇来间接兑换黄金的货币制度。

14.价值尺度。是货币最基本的职能,它是表现其他商品的价值并衡量其价值量的大

小,反映了货币与商品之间价值的对等关系。货币执行价值尺度职能时,可以是观念上的

货币,但必须是足值的。

15.双本位制。是典型的金银复本位制,是指国家和法律规定金、银两种铸币的固定比

价,两种铸币按国家比价流通,而不是随着金、银市场比价的变动而变动。

16.平行本位制。指金银铸币按其自身的价值进行流通,国家对金币银币的交换比例不

加规定而由市场比价决定。

17.铸币。是国家统一铸造的,标明一定重量、成色,并具有一定形状的金属货币。

五、判断题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六、简答题

1.(1)货币是商品交换的产物,它是由价值形式的发展而来的,最早是简单的价值形

式,然后发展到扩大的价值形式,继而发展到一般的价值形式,最后过渡到货币形式。(2)
最早的货币是某些商品,所以称为实物货币或商品货币,后来金银充当货币材料,再后来

黄金退出了流通,过渡到了纸币和信用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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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货币制度的构成要素有:货币材料;货币单位;各种货币的铸造、发行与流通程序;

金准备制度。从理论上讲,任何形态的货币流通都可以规定相应的货币制度。但实物

货币条件下,货币品质不一,价值也不尽相同,价值标准不易确定,所以难以形成统一的

货币制度。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才开始建立规范的货币制度,其演变过程是:由银本位到金

银复本位,再到金本位,最后过渡到当今的不兑现信用货币制度。

3.不兑现信用货币制度的主要特点是:
(1)黄金退出流通,银行券与黄金没有联系。
(2)现实经济中的货币都是信用货币,它由银行券和银行存款构成。
(3)银行券由国家法律规定强制流通,是法定的支付手段。而银行存款货币则可以随

时兑换成银行券。
(4)信用货币是通过银行信用渠道进入流通的。
(5)国家对货币流通的调节日益加强

4.人民币制度是信用货币制度,它具有信用货币制度的一切特征。它的内容有:
(1)人民币是我国唯一法定货币。
(2)人民币的单位为元,人民币的辅币单位为角、分。
(3)人民币是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印制、发行的钞票,采取的是不兑现的银行券形式。
(4)国家对货币流通还分不同情况规定了不同的管理制度。
(5)我国建立的金银储备和外汇储备是国际支付的准备金,主要不是作为货币发行的

准备或保证,但对稳定国内货币流通也能起作用。

5.(1)我国货币供应量划分为如下三个层次:

M0=流通中现金

M1=M0+活期存款

M2=M1+定期存款+储蓄存款+其他存款+客户在证券公司的保证金

(2)各国中央银行在确定货币供给的统计口径时,都以流动性的大小,也即作为流通

手段和支付手段的方便程度作为标准。流动性程度较高,即在流通中周转较便利,相应地

形成购买力的能力也较强,流动性较低,即周转不方便,相应地形成购买力的能力也较弱。

显然,这个标准对于考察市场均衡、实施宏观调节有重要意义。

七、论述题

马克思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了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且体现一定生产关系的

特殊商品的结论。
(1)货币是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
货币首先是商品,它同其他商品一样,都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但是,货币不是普通

商品,而是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
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具有两个特征:一是货币成为其他一切商品价值的表现材料。

普通商品价值必须在交换中由另一商品来体现。货币是以价值的体现物出现的,在商品交

换中直接体现商品的价值。二是它具有与其他一切商品直接相交换的能力。货币是人们普

遍接受的一种商品,是财富的代表,它能够去换取各种实用价值。因此,货币也就具有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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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同一切商品相交换的能力。
(2)货币是自发核算社会劳动的工具。由于货币是一般等价物,是价值的象征,其他

商品都要通过与货币的交换来实现其价值,所以货币就成为自发地核算商品生产者社会劳

动的工具。
不仅如此,货币还可以证明某种商品生产者的私人劳动有多少为社会所需要,商品生产

者生产商品的个人劳动耗费是多于还是少于社会必要劳动耗费。
(3)货币体现着社会生产与交换关系。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尽管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

但是这种不同形式之中却存在着一种共同的东西,那就是货币总是体现着一定的生产关系

和交换关系。
(4)货币是实现资源跨期配置的媒介。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拥有与其他任何商品交

换的能力,因此,居民部门可以通过保有货币储存财富,实现 “平滑消费”;或通过让渡货

币的使用权,获取投资收益。而企业或生产部门通过货币实现资源跨期配置,扩大生产规

模,追逐更高的利润。货币通过市场这只 “看不见的手”,引导生产要素的流动,扩大着社

会福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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