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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导导 论论

《货币银行学》课程是我院金融学专业四
年制本科开设的专业核心课程，全课程3学分、
54学时，一学期学完。

（一）课程目的与要求

本课程是我院本科各专业的专业基础理
论课程。设置本课程的目的，在于使学生掌握
货币银行学基本原理，理解金融理论研究的线
索和前沿，认识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问题，
明确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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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要求：

理论结合实际，在教学过程中应不断充实
新的信息，穿插部分案例，并有一定比例
的课堂讨论；

前置课程：《会计学》、《西方经济
学》；

后续课程： 《国际金融学》、 《商业银
行经营学》、《金融市场学》等；

本课程在二年级上学期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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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内容安排（二）课程内容安排

依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金融类“九五”

重点课程规划的《货币银行学》教学大纲，

根据我院的专业课程设置的总体和课时安排

作了适当的调整，本大纲货币银行学基本原

理安排四章、银行理论安排三章、货币理论

与货币政策安排四章：



合合 计计 335151

金融发展与金融创新金融发展与金融创新

66货币政策货币政策

11

44货币均衡与失衡货币均衡与失衡

第十一章第十一章 44

66货币供求货币供求

第十章第十章

货币理货币理
论与货论与货
币政策币政策

66对外金融关系对外金融关系

第八章第八章

33中央银行中央银行

第七章第七章

66商业银行商业银行银行银行

理论理论 11

44利率原理利率原理

11

44金融机构体系金融机构体系

第四章第四章

第五章第五章

44信用与金融市场信用与金融市场第二章第二章

第三章第三章

44货币与货币制度货币与货币制度第一章第一章

基基 本本

原原 理理

讨论课时讨论课时授课时数授课时数内内 容容章章 次次

第六章第六章

第九章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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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本课程主要参考书附录：本课程主要参考书

曹龙骐:《金融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黄达:《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殷孟波:《货币金融学》，中国金融出版
社。

弗里德曼:《货币与银行》，潘文星译，
中国计划出版社。

劳伦斯 ·S·里特:《货币、银行和金融市

场》，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第一章 货币与货币制度第一章第一章 货币与货币制度货币与货币制度
货币定义

货币的职能与作用

货币制度的形成与构成要素

当代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制度

《货币银行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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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货币定义第一节第一节 货币定义货币定义

一、货币的种类一、货币的种类一、货币的种类

1、实物货币 实物货币是直接从普通商品中
分离出来的，它本身具有相应的价值和特定
的使用价值。实物货币的流通一般可分为两
个阶段：

初级阶段，为非金属的实物货币流通阶
段，曾有牲畜、皮毛、布帛、贝壳、粮食
及烟叶等；

高级阶段，为金属货币流通阶段。金属具
备价值的稳定性，有同质、可分和易保存
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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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货币流通也有个历史发展过程，这一
过程也是与商品的生产与交换的发展相联
系的：贱金属阶段；金、银等贵金属充当
货币材料。

金、银等贵金属除了具备金属币材的一般
特点外，还有体积小、价值高、便携带的
优点。





2、纸币 是国家发行并强制流通的一种不能兑
现的价值符号。它本身不具有内在价值而只具
有交换价值；它的交换价值依存于黄金或白
银，但又不能兑换成黄金或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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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信用货币 是基于银行信用而产生的，主
要包括银行券和银行存款。

银行券是由银行机构发出的一种银行本
票，表明银行对银行券持有者的负债。后
来，银行券的发行权又为中央银行所垄
断，并逐渐演变成为各国的法定通货；

银行存款的种类繁多，但 重要的无疑是
活期存款。所谓的“活期存款”，是指存款

人随时可用支票或其它结算凭证提取、支
用的一种存款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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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纸币与银行券二、纸币与银行券二、纸币与银行券

纸币产生的历史条件。

纸币是国家为弥补财政赤字而强制发行、

流通的价值符号；

银行券的发行程序和发行保证;

银行券是典型的信用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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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币与银行券的区别：纸币与银行券的区别：

纸币是在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的基础上
产生的，而银行券则是在信用关系、货
币的支付手段职能的基础上产生的；

纸币是由国家信用作担保强制发行和流
通使用的，而银行券则是由银行信用、
以商业票据为保证发行和流通使用的；

纸币不能兑现，因而会发生贬值现象，
而银行券则可以兑现，因而不会贬值。



6

三、货币定义三、货币定义三、货币定义

1、货币的法律定义

历史上所有充当过货币使用的物品具有
的共性：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具有在
支付中被普遍接受的能力。

何种物品能够具有被普遍接受的能力，
与国家的权威有关：国家通过立法授于
某种物品具有清偿债务的合法权力，债
权人若拒绝接受，不得要求用另外的任
何物品来支付。于是，这种物品就具有
了普遍接受性、具有了法币的地位而成
为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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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

三章第十五款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是人民币。
以人民币支付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一切公
共的和私人的债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
收。” 这就确定了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印制、
发行的人民币为我国的货币，在我国境内具
有被普遍接受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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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货币的本质定义、货币的本质定义
马克思给货币所下的定义。

马克思是从货币的起源出发，来揭示货
币的本质的。马克思认为，货币是一个
历史的经济范畴，是在商品生产与商品
交换的历史过程中，从商品界自发地分
离出来的，是商品经济内部矛盾发展的
必然产物。

由此，马克思从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
的矛盾分析入手，研究了价值形态演变
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揭示了“固定充当
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这一货币的本

质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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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作为商品的涵义：与一般商品的共
性，都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

为什么说货币是“特殊商品”：与一般商

品在衡量价值方面的区别，货币使用价值的
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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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货币的职能定义、货币的职能定义

西方经济学界一般都是以货币的功能来解
释货币的内涵定义的。

经济学家一般认为货币具有四项职能，即
作为价值单位、作为交易媒介、作为延期
支付的标准和作为价值贮藏手段。

习惯上被普遍采用的货币定义是以作为交
易媒介的职能为基础的。

现代经济学家一般都认为：应当将在债务
清偿、商品及劳务支付的实际过程中被普
遍接受的一切物品都包括在货币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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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货币的职能与作用第二节第二节 货币的职能与作用货币的职能与作用

一、货币的职能一、货币的职能一、货币的职能

货币职能是货币本质的具体表现。货

币通过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执行的诸种职

能，将其本质外化出来。在货币职能理论

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

表述方面既具有共性，又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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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货币职能的表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货币职能的表述

⑴ 价值尺度：货币用来表现其它商品的价值、
并衡量其它一切商品的价值量时，其就执行
着价值尺度职能。

特点：必须是具有真实价值的货币，但不
需要现实的货币，只要有一个观念的或想
象的货币即可。

价格标准：货币执行价值尺度职能时，为
衡量不同商品价值量的大小，需要规定一
个单位。这种由国家规定的货币单位及其
等分，就是价格标准。价格标准与货币材
料的重量单位的一致与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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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流通手段：货币用来作为商品交易的媒介
时，就执行着流通手段职能。

特点是：必须是现实的货币，但不一定
是具有内在价 值的货币本体，可以用价
值符号或货币符号来代替。

⑶ 贮藏手段：货币作为一般社会财富的保存
形式而退出流通领域、处于静止状态时，就
执行着贮藏手段职能。

特点是：必须是具有内在价值的货币本体,
可以用价值符号或货币符号来代替。



14

货币在执行贮藏手段职能时能够发挥“蓄
水池”作用，自发地调节货币流通：金属
货币流通条件下：

货币总量＝流通货币量＋贮藏货币量

随着流通界对货币数量需求的变化，货币
自发地进入或退出流通，以保持流通中的
货币量与商品流通对货币的实际需要量相
一致。

信用货币贮藏与金属货币贮藏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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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金属货币本身具有内在价值，作为一种财
富贮藏时具有价值的稳定性，并且在其执行贮
藏手段职能时能够发挥“蓄水池”的作用，自
发地调节货币流通。而信用货币本身不具有内
在价值，因而其作为贮藏手段要以币值稳定为
前提；
金属货币本身具有十足的价值，是一般的社会
财富，因而金属货币贮藏是采取保存货币本体
的形式。信用货币是一种价值符号或货币符
号，其外延相当广泛，其它各种用法定货币单
位计价的信用工具，都具有一定程度的货币性
质、代表着相应的社会财富，属于金融资产范
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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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 支付手段：货币作为交换价值的独立形
态而进行单方面转移时，就执行着支付手段
职能。

货币在执行支付手段职能时的特点与其

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特点相同。

货币执行支付手段职能的范围：一是与

债权、债务相联系的货币支付；二是与

财政有关的货币支付；三是与分配有关

的货币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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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 世界货币：货币在世界范围内、国际市
场上执行其诸种职能。

2、西方经济学对货币职能的表述

西方经济学说对货币职能的表述主要
是这样四个方面：

交易媒介

记帐单位

价值贮藏

延期支付的标准。



18

33、对货币职能表述的比较、对货币职能表述的比较
马克思主义的货币职能学说依据劳动价

值论，因而：
马克思的货币学说认为价值尺度与流通
手段是货币的基本职能；西方经济学家
一般认为交易媒介是货币的基本职能。

马克思的货币职能学说认为价值尺度是
表现并衡量商品价值的职能，是就质和
量两个方面来体现货币与商品关系的；
而西方经济学家一般仅就量的方面来研
究货币与商品关系，他们的“记帐单位”
仅相当于价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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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作用二、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作用二、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作用

1. 实现经济核算的工具，是货币在执行价值
尺度职能时发挥的作用；

2. 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工具，是货币
在执行流通手段职能时发挥的作用；

3. 实现国民收入分配与再分配的工具，是货
币在执行支付手段职能时发挥的作用；

4. 反映和监督社会经济活动的工具。是货币
执行上述三种职能的综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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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货币作为经济变量和政策变量的作用三、货币作为经济变量和政策变量的作用三、货币作为经济变量和政策变量的作用

1、对经济发展的启动作用

生产
资料货币

资本
→

商品
资本

货币资本是社会再生产的第一要素，推动
着社会生产加速发展，这就是马克思的“货币资
本第一推动力”思想的基本要点。

→

劳动力

… 生产过程 … 货币
资本

→商品
资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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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循环的始终，都表现为货币形态；并且每
一次循环终端，又表现为下一循环始端。

从单个企业来看，预付货币资本的多少，决定
着企业生产规模的大小；

从全社会角度看，社会再生产过程必须连续不
断的，这就要求不断地把货币投入到流通中去。
而预付货币资本的数量和比例，决定着社会再
生产的规模、社会总产品的数量和不同生产部
门之间的比例等宏观经济问题。

就这一意义而言，货币资本不仅是第一推动
力，而且还是持续推动力。因此，货币对国民
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程度的启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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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对经济稳定的制约作用、对经济稳定的制约作用

就总体而言，经济稳定与否取决于社会
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状况。

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都是在社会再生产
过程中形成的。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商
品本身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二重化，必
然表现为商品与货币的二重化。因此：

社会总供给表现为社会总产品的价
格形态，即GDP或GNP，它是由社会再
生产规模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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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再生产的每一个周期，都必须以预付
一定数量的货币资本为前提，即表现为向
流通界投入相应的货币量。

预付货币资本的数量，既构成了本期的社
会购买力，又决定着下一周期的社会再生
产规模。货币资本的职能是购买生产要
素，而不同的生产部门对生产要素的需求
是不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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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一意义而言：就这一意义而言：

预付货币资本的数量，决定着社会购买
力的大小，制约着商品供应量的多少；

按怎样的比例将货币资本分别投入到不
同生产部门，既形成了对不同商品的购
买能力，又决定着商品供应的结构比例。

因此，投入流通的货币数量，直接影响
到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总量均衡与结
构协调问题，从而使货币对国民经济的
稳定发挥着制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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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对经济的发展和稳定的消极影响、对经济的发展和稳定的消极影响

货币对经济发展与稳定的促进作用，是

由预付货币资本的数量和结构的变化来

实现的。而这两方面的作用也存在着由

相反方向发生的可能：

预付货币在数量或结构上的不合理，会

导致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失衡，产生经

济停滞、甚至衰退的现象，把国民经济

带入到极度的紊乱状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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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货币制度的形成与构成要素第三节第三节 货币制度的形成与构成要素货币制度的形成与构成要素

一、铸币的出现与货币制度的形成一、铸币的出现与货币制度的形成一、铸币的出现与货币制度的形成

铸币的定义：经过国家证明，按规定的重
量、成色，铸成一定形状，作为货币流通
的金属条块。

铸币的出现和铸币流通：前资本主义社
会，原始金属条块流通的种种不便。随着
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发展，某些信誉好、威
望重的商人，在金属条块上刻上自己的印
记，以对该金属条块的重量、成色作出保
证，便于其作为货币流通。这就是铸币的
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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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由信誉极高、威望 重的国家政府
将金属条块按规定的重量、成色，铸成
一定形状，并刻上国家的印记，于是铸
币就正式形成了。

前资本主义社会铸币流通的特点：币材
主要是贱金属，铸币权的分散性，铸币
不断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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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货币制度的构成要素二、货币制度的构成要素二、货币制度的构成要素

货币制度的定义：指国家以法律形式规定
的本国货币的流通结构和组织形式。

货币制度的构成要素：

规定货币金属，是货币制度的首要因
素，取决于一国当时的客观经济条件；
规定货币单位，即货币的价格标准，包
括货币单位的名称、含金量及等分；
规定各种通货的铸造、发行及流通程
序；
规定国家的金属准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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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规定各种通货的铸造、发行及流通程序规定各种通货的铸造、发行及流通程序：：

① 本位币：是按照国家规定的货币金属、货
币单位所铸造的货币，又称为“主币”，是
一国的基本货币。

特点：具有十足的价值、即名义价值与实
际价值相一致。

国家对本位币铸造、发行与流通的规定：

自由铸造；
无限法偿；
超差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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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辅 币：是本位币以下的小额货币，主要
供零星交易及找零使用。

特点：由于辅币的面额太小，并且使用频
繁、易于磨损，为了便于铸造、节省流通
费用起见，辅币通常是用贱金属铸造，并
且以实际价值低于名义价值为特征。

国家对辅币的铸造、发行与流通的规定：

限制铸造；
有限法偿；
自由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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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规定国家的金属准备规定国家的金属准备：：
在金属货币流通的同时，存在着银行券的

流通。为了保持货币流通的稳定性，货币当局
必须保留一定比例的金属准备金。作用：

作为国内金属铸币流通的准备金，以备不
断扩大的商品流通规模增加货币需求时使
用；

作为国际支付的准备金，当国际收支发生
逆差时作为 后支付手段；

作为银行券的发行准备，以备支付存款和
银行券兑现之用，保证银行券不至于发行
过多并维护其币值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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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货币制度的演变三、货币制度的演变三、货币制度的演变

1、银本位制

以白银作为本位货币材料的货币制

度。

在这种货币制度下，白银铸币作为

本位货币，可以自由铸造、具有无

限法偿能力；

同时又以铜、镍、铁等贱金属铸成

辅币，作为零星交易或找零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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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本位制建于封建时代末期，其 大缺点
是白银价值偏低。

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发展，白
银作为交易媒介和支付手段的弊端愈发显
露，黄金开始介入流通，并逐渐取代白银
在流通中的地位和作用。

到20世纪初，除墨西哥、印度和中国等少
数几个经济落后国家仍使用白银作为主要
流通手段外，资本主义世界已基本放弃银
本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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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银复本位制

金银复本位制是指黄金和白银两种货币
金属同时充当本位货币材料的货币制度。
在这种货币制度下，金币和银币同时作
为本位币，都可以自由铸造，具有同等
法偿能力。

金银复本位制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
典型的货币制度。由于金币和银币同时
作为法定货币，而二者所含的价值量不
相同，因此存在着金和银在流通中的比
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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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产生了两种类型的复本位制：

国家规定金银两种货币按它们所含的实
际价值流通，二者的兑换比率随金银市
价的涨落而变动，称为“平行本位制”；

国家用法律规定金银两种货币的兑换比
率，金币和银币按法定比价同时流通，
称为“双本位制”，是金银复本位制的主
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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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复本位制解决了商品交易活动频繁、规
模扩大与白银价值偏低的矛盾，比之银单本
位制有所进步。然而，两种不同价值的货币
金属具有同等法偿能力、同时在流通界执行
货币的一切职能，与货币的本性、即独占性
和排他性相悖，从而决定了金银复本位制是
一种不稳定的货币制度；

在平行本位制下，金币和银币各按自身所含
的价值流通，使得市场上各种商品必须分别
按金币和银币标价、计价，从而产生了双重
价格。并且市场金银比价的波动，商品价格
也必须随之变动，导致市场价格混乱，为商
品交易带来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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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本位制通过法律规定了金和银的比价，解决
了市场金银比价变动造成商品价格混乱的问
题，但又产生了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与金银法
定比价之间的矛盾，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
现象。

““格雷欣法则格雷欣法则””：：在两种面值相同而实际价值
不同的货币同时流通时，实际价值较高的良币
必然被收藏、熔化或输出而退出流通，实际价
值较低的劣币则会充斥市场，此现象即为“劣
币驱逐良币”现象。

这一术语 先见之于16世纪英国著名理财家格
雷欣的改革币制建议之中，故称其为“格雷欣
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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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在金银复本位制的双本
位阶段 为明显。

例如：当金银法定比价为1:15时，因新银
矿的发现，开采白银的劳动生产率提高，
银产量增加，导致市场银价下跌，金银的
市场比价落到了1:16。此时，作为货币而
言，金币与银币仍按1:15的法定比价流通。

很明显，市场比价高于法定比价的金成为
了良币，银则因其实际价值低于名义价值
而沦为劣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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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就会把金币熔化成金块在市场上出售或输
出国外，以1:16的市价换成白银，再把白银铸
成银币，以1:15的法定比价又套换成金币，再
加以熔化……。经过多次循环往复，可牟取厚
利。于是，金币逐渐从流通中消失了，银币则
充斥市场；若出现相反情况，即市场金价下
跌，则金币成为劣币而将银币驱逐出市场。

实践证明，尽管在复本位制下，金币和银币均
为法定本位货币，但在实际流通中起主要作用
的往往总是一种货币：银贱则银充斥市场，金
贱则金充斥市场，金银两种货币在流通中交替
执行货币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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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金本位、金本位制制

金本位制有三种类型：

金币本位制
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

⑴ 金币本位制：

是典型的金本位制。

黄金为法定的本位货币金属，银币则退
居于辅币地位，其铸造与法偿能力都受
到了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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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金本位制的特点：

①金铸币可以自由铸造，保证了货币的贮
藏手段职能的正常发挥；

②价值符号（辅币、银行券）可自由兑换
成金铸币，使之不会发生贬值现象；

③黄金可以自由输出、输入，保证了外汇
行市的相对稳定。

这三点是金本位制正常发挥其职能的基本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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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币本位制既避免了双重价格、避免了劣币驱
逐良币现象的发生，而又保留了金属货币直接
参与流通、自发调节货币数量以保持货币流通
稳定等优点。

因此，金币本位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对资本
主义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具体表
现在这样三个方面：

① 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
② 信用制度的发展；
③ 国际贸易和资本输出的发展。

崩溃的原因：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政府集
中黄金储备，用于备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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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⑵ 金块本位金块本位制制

是一种由可以有限兑换金块的银行券代
表黄金流通的货币制度。

特点：

①国内不流通金币，只发行代表重量
黄金的银行券，按规定的含金量作
为货币单位，代表黄金执行货币的
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等职能；

②银行券由中央银行集中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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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银行券只能有限制地兑换成金块。中央
银行对所发行的银行券规定有含金量，
但并非持有银行券即可兑换成黄金，而
只能在达到一定数量以上才能按其含金
量兑换成金块；

④不允许自由铸造金币，规定有黄金官
价，国家按官价购买黄金，由政府或中
央银行集中储存，但允许黄金自由输入、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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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⑶ 金汇兑本位金汇兑本位制制

金汇兑本位制是一种由国内不能兑换黄金
而只能兑换外汇的银行券代替金铸币流通的
货币制度。其特点是：

国内不流通金币，由银行券代表黄金执行
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等职能；

银行券在国内不能兑换黄金，只能兑换成
外汇；

本国货币同另一实行金块本位制国家的货
币保持固定比价，并在该国存放外汇准备
金，以备随时向国内供应外汇，维持本国
币值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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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⑷ 金块本位制与金汇兑本位制的联系金块本位制与金汇兑本位制的联系：：

这两种货币制度都是在国内没有黄金流
通的金本位制，因而是残缺不全的金本
位制，或称“虚金本位制”。
特别是金汇兑本位制，将本国货币依附
于与之挂钩的外国货币，本质上是一种
殖民地性质的货币制度，因而多为殖民
地、半殖民地国家及附属国所采用。



我国1935年11月国民党政府实施“法币改
革”，所发行的法币同时依附于英镑和美

元，也属于金汇兑本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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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当代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制度第四节第四节 当代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制度当代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制度

一、布雷顿森林体系一、布雷顿森林体系

二次大战中，美国利用战争迅速发展了自
己，经济实力很快增强，并成为了世界上
大的债权国。

战后，美国利用当时资本主义世界急需一
个相对稳定和统一的世界货币体系，依仗
其掌握的全世界黄金储备量三分之一强的
实力，于1944年7月在美国新布罕什尔州
的布雷顿森林召开了联合国货币金融会
议，即所谓的“布雷顿森林”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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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迫使44个与会国接受了以美元为中心、
黄金为后盾的世界货币体系，即“布雷顿森
林体系”。
核心内容—“两个挂钩”：

① 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确认美国1934年规
定的35美元折合1盎司的黄金官价，美国对
各国的政府或中央银行负有随时用美元按官
价兑换黄金的义务，各国也有协同美国维护
市场黄金官价的责任；

② 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各国货币必须与美元
保持固定比价，即“固定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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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世界货币体系，实质上是以美元的金块
本位制和其它国家货币的金汇兑本位制相结
合的虚金本位货币体系。

其致命弱点—“特里芬难题”：
美国经济学家特里芬在1960年指出了“布雷
顿森林体系”的内在矛盾。即在布雷顿森林
体系中，美国要承担两个方面责任：

一是保证美元按官价兑换黄金，以维持
各国对美元的信心；
二是向成员国提供足够的美元储备，以
维持成员国的国际清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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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对美国而言，就产生了这样的矛盾：于是对美国而言，就产生了这样的矛盾：

随着世界经济的增长、国际贸易的发展，

各国对国际储备的数量要求也不断增长。

要满足成员国对国际储备不断增长的需

求，必须以国际储备的供应者—美国的国

际收支逆差为前提；

而国际收支逆差则使美元的信誉受到威
胁，影响到美国自身的经济稳定与发展，
并且各国持有的美元数量越多，则美国黄
金储备量与美元的比例越低，会使各国对
美元缺乏信心，要求将美元兑换成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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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顿森林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的瓦解： “特里芬难题”
这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内在矛盾 终促使布雷
顿森林体系无法维持下去。

50年代美国的侵朝战争和国内的两次经济危
机，使其国际收支发生逆差，其黄金储备下
降；同时，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开始恢复，美
元的霸权地位开始削弱。

60年代爆发了两次美元危机，美国的黄金储
备急剧下降，造成在伦敦黄金市场上抛售美
元、抢购黄金的风潮，金价急剧上涨，美国
已无力再维持35美元1盎司的黄金官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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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从根本上动摇了这个以美元为中心、以
黄金为后盾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1971年8月15日，美国的尼克松政府宣布实行
所谓的“新经济政策”，停止外国中央银行用美
元兑换黄金。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内容是“两个挂钩”，而
前一个挂钩是后一个挂钩的基础。宣布美元停
止兑换黄金，说明这一世界货币体系的基础已
不复存在；

1973年3月后，各国放弃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固
定汇率制度，开始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第二个
挂钩也结束了，从而表明“布雷顿森林体系”已
彻底瓦解。



53

二、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制度二、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制度二、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制度

信用货币：指代替金属货币充当流通手
段和支付手段的银行信用证券，包括银
行券及使用支票、汇票等转帐支付的银
行活期存款。

在当代，国家财政不再发行纸币；银行
券的发行权也为中央银行所垄断，中央
银行发行的银行券也不再能够兑换成金
铸币。

从而，使纸币与银行券就融为一体，形
成了当代不兑现的信用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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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世界各国普遍实行不兑现的信

用货币制度，其特点是：

① 黄金非货币化。流通中现金，或者称为
“通货 ”，是中央银行发行的钞票与硬
币，我国的人民币现钞就属于这种不兑
现的信用货币，即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
质同于纸币的银行券，是我国的法定货
币。黄金已从国内流通领域中退出，仅
作为弥补国际收支逆差的最后清偿手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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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货币供给的信用化。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通
过信贷程序进行，并且，非现金周转的广泛
发展，使银行的支票账户存款（活期存款）
成为了以法定货币单位为价格标准的信用货
币；

③ 货币的多样化。货币与信用交织在一起，各
种票据和其它信用流通工具都在一定程度上
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替代物，使货币
形式的多样化成为现实。货币形式的多样化
伴随着货币供给渠道的多元化，商业银行及
其它金融机构、甚至公众，都能够对改变货
币供应量发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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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国的人民币制度三、我国的人民币制度三、我国的人民币制度

1、货币制度的形成依据

一个国家应建立什么样的货币制度，原
因固然很多，但主要受这样三个因素制约：

⑴ 历史的沿革

现代商品经济中，货币已渗透到国民经
济各个方面，货币运动贯穿于社会再生
产的各个环节，几乎每个部门、单位乃
至个人，每日每时都在与货币打交道。

成千上万种商品，通过多年交换自发地
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价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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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使用货币方面，人们已经形成了
固有的价格标准观念，也习惯于接受原有
的货币材料。

我们在确立新型货币制度时，不得不尊重
作为基本经济主体的“人”的观念，考虑人
们因多年交易而达成的默契和习惯因素，
承认货币制度在形式上的历史继承性。

在这方面，我国的人民币制度继承了原有
货币制度的货币单位和银行券形式。

人民币单位“元”的形成过程；我国的纸币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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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⑵ 外部经济环境的制约外部经济环境的制约

货币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必然反映一定的
经济关系，货币制度也必然与国民经济的
各种经济现象和经济因素相互联系、相互
影响。

因此，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不同的经
济管理体制下，货币的性质、货币流通的
形式和范围等，有着明显的差别，外部经
济环境对货币制度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制约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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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人民币现钞是我国唯

一的货币形态，现金领域是我国货币流通的

唯一领域，国家对商品价格的计划管理和统

一调整，使得货币是否稳定与人民币发行无

直接关系，通货膨胀只能以隐蔽形式发生；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市场机制逐渐形

成，外部经济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促进了

我国货币制度的自我改革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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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流通领域的扩展、货币形态的多样化，

货币供给通过信贷程序进行，使得货币稳定

与否，直接取决于货币供给的数量，通货膨

胀也由隐蔽型转为公开型；

货币对国民经济的作用也发生了质的变化，

货币不仅具有一般等价物的共性，并且成为

我国国民经济中重要的经济变量和政策变量。



61

⑶⑶ 国际货币制度的影响国际货币制度的影响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国际贸易的广
泛发展、国际间货币资金流动规模的扩
大，使得国境界碑观念在经济活动中日趋
模糊。

任何一个国家要顺利完成由此带来的频繁
的国际间货币收付和结算活动，不得不将
本国货币纳入统一的国际货币体系之中。

因此，各国的货币制度都必须在不同程度
上受到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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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形成了国际货币制度一体化趋势。

我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要成员国
之一，在其它国际金融组织中也有较强
的影响。

为进一步发挥我国在国际经济、金融事
务中的作用，为便利我国与世界各国的
政治、经济及文化等方面的交往，有必
要在货币形态、货币流通的统计及管理
方式、结算制度与汇价制度等方面与世
界上主要国家保持相对的一致性，符合
国际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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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人民币制度的性质和特征、人民币制度的性质和特征

我国的人民币制度始建于1948年12月。

通过半个世纪的发展、改革与完善，目前已

发展到了货币制度的当代形式— 不兑现的

信用货币制度。

我国的人民币制度基本性质和特征是：



64

⑴⑴ 一般等价物与金融资产的统一体一般等价物与金融资产的统一体

一方面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用以衡量一
般商品的价值，具有与一切商品相交换的
能力，这是货币在存在商品生产与商品交
换的一切社会形态和经济制度下所共有的
性能；

另一方面，货币作为预付资本金，用以购
买生产要素，成为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原动
力，并且由此而产生时间价值效应而成为
社会一般财富的象征，这是货币在直接以
交换为目的的市场经济中所特有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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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⑵ 银行券与纸币的融合体银行券与纸币的融合体

我国的法定货币是人民币，是中国人民银
行发行的、质同于纸币的银行券。

人民币单位“元”，是我国货币的本位币
单位；

辅币单位则是“角”和“分” 。

一方面，我国人民币发行集中于中国人民
银行，人民币不能兑换成任何货币金属，
也没有任何货币金属作为其发行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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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国家财政并不直接发行纸币，
而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全权代表国家发行人
民币，国家通过法律程序确定人民币流通
的唯一合法性。

因此，人民币的发行和流通既是以银行信
用为基础，又是以国家权力为依据，成为
一种融银行券与纸币为一体的新型的价值
形态 — 不兑现的信用货币。

它不依附于黄金或其它商品，以国家权力
为流通依据，以银行信用为发行保证，独
立地行使货币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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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⑶ 通过信贷程序进行的货币供给通过信贷程序进行的货币供给

货币的发行及流通程序，是货币制度的
主要内容。

我国的人民币现钞是通过信贷渠道有计
划地发行、投放和回笼的：

它的发行形成人民银行的负债；
并且是由银行体系通过支付存款或发
放贷款形式投放到市场；
又以吸收存款或收回贷款等形式回笼
到银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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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银行信用基础上、借助于各种银
行票据来执行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职能
的银行活期存款，是我国又一种典型的
信用货币。

它以人民币单位为其价格标准，与人民
币现钞共同构成我国的基本货币形态。

银行的活期存款当然是与银行信用相联
系。因此，我国的货币供给都是通过信
贷途径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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