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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货币的职能

货币的本质决定货币的职能。

一、价值尺度

 以货币为尺度来衡量计算商品价值量大小。

 价格与价格标准。

 “想像的或观念的”货币。

 价格与价值的背离：量上与质上。



  

二、流通手段

 货币在商品交换中起媒介作用。

 商品流通及公式。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称商

品流通。公式： W—G—W

 商品流通的作用双重性。促进商品交换，推动生

产力发展；造成买卖分离、产生危机的可能性。

 货币流通与商品流通。

 纸币。



  

三、贮藏手段

 含义：货币退出流通领域，被人们当作独立

的价值形态和社会财富的一般代表而保存起来的

职能。

 贮藏手段的作用：能够自发地调节货币流通

量



  

四、支付手段

 含义：指货币用来清偿债务的职能。

 支付手段以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的

存在为前提。

 作为价值尺度确定赊销商品的价格，衡量到期

支付的货币额；

 作为观念的流通手段，充当赊销商品的媒介。

 买者必须贮藏货币。

 作用的双重性：方便商品交换；会造成债务关

系破坏，产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五、世界货币

 含义：货币越出国界，在世界市场上起一般等价
物的作用。

 世界货币的作用：平衡国际贸易差额；购买别国

商品；作为社会一般财富的代表支付赔款等。
 五种职能的关系。



  

第二节  货币的虚拟化

一、货币虚拟化的历史过程

 银行券是最初的纸币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法币”的产生开始了货

币虚拟化的过程

 二战后，各国货币储备虚拟化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电子货币产生



  

二、货币虚拟化的逻辑过程

    货币出现以后，它作为价值独立化代表沿

着马克思揭示的逻辑方向继续发展，货币摆脱

任何具体使用价值的过程在金银独占货币地位

之后就逐渐展开了。 



  

第三节  货币流通规律与通货膨胀

一、贵金属货币流通规律

 公式：

货币流通速度

商品价格水平 ×待售商品数
量流通中所需货币量 =

 流通中所需货币量与待售商品价格总额成正
比，与货币流通速度成反比。



  

二、贵金属货币与其代表并存的流通规律

流通中的货币除金币外，还有金币的代表银行券。 

三、虚拟货币的流通规律与通货膨胀

 规律的内容：“纸币的发行限于它象征地代表

的金（或银）的实际流通的数量。”

 通货膨胀。



  

本章基本概念： 

货币、价格、价值尺度、价格标准、流通手段、

商品流通、货币流通、贮藏手段、支付手段、

世界货币、纸币、通货膨胀、虚拟货币、

货币流通规律。



  

思考题

1.货币是怎样产生的？货币的本质是什么？

2.货币的基本职能是什么？

3.价值尺度与价格标准有何区别和联系？ 

4. 试述货币流通规律、虚拟货币的流通规律与通
货膨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