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货币三重化违背了马克思的货币理论 

文/院合宽 

   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我国境内同时流通人民币、港币和澳门元三种货币，出现了三种货
币制度并存的局面。香港、澳门的回归，意味着国家主权的收回和完整，除继续保留香港和澳门政
治体制的相对独立性之外，经济体制已无太大差异。在这种情形下，倘若继续实行货币制度三重
化，不仅不利于香港和澳门经济的繁荣和发展，而且对大陆经济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根据马克思
关于货币本质的原理，一个国家只能发行一种货币，这是货币制度发展的内在规律，也是国家整体
经济利益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货币三重化违背了马克思的货币理论，破坏了我国统一的人民币
制度，引起了经济关系的紊乱，应当停止港币和澳门元的发行。 
   一、货币三重化侵犯了货币商品的社会独占权 
   马克思的货币理论认为，货币一旦独占一般等价物的特权地位，就具有排他性。一种商品之
所以成为一般等价物，“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除了一个唯一的例外，商品世界的一切商品都不能具
有一般等价形式。”一种商品处于能够与其他一切商品直接交换的形式，或者说，处于直接的社会
的形式，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其他一切商品都不能处于这种形式。货币这种独占一般等价物的特殊
地位，是由货币的本质决定的。既然货币是价值的表现形式，它必然由价值这个内容来决定，价值
是处于凝结状态的抽象的同质的一般人类劳动，价值的这种同质性，要求价值表现的形式必须是共
同的、统一的。正是由于价值的内容和形式的对立统一，推动了价值形式的发展，价值形式发展的
结果表明，当一般等价物最终固定在一种商品上时，“从这个时候起，商品世界的统一的相对价值
形式才获得客观的固定性和一般的社会效力。”这时候，等价形式就社会地附着在某种特定商品的
自然形式上。由于金的出现，“这种特殊商品成了货币商品，或者执行货币的职能。在商品世界起
一般等价物的作用就成了它特有的社会职能，从而成了它的社会独占权。”如果这种社会独占权受
到侵犯，就会出现许多商品都具有这种权力，都可以成为等价物，这些商品就只能是各种特殊的等
价物，而不是一般等价物，从而也就失去了货币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所以，我国境内同时流通三种
货币，从根本上就违背了马克思关于货币本质的原理。 
   二、货币三重化同价值尺度的职能是相矛盾的 
   马克思指出：“价值尺度的二重化是同价值尺度的职能相矛盾的。”价值尺度的职能决定了
在一个国家内部只能实行价值尺度一元化，不能实行价值尺度二重化或多重化，这是商品经济产生
的前提条件，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因为“在金和银依法同时充当货币即充当价值尺度的地方，想把它们当作同一物质看待，总
是徒劳无益的。”可见，复本位的货币制度是不适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规律的。马克思曾
列举英国币制史的具体事实来说明这个问题。英国从爱德华三世起到乔治二世时期，币制史经历了
一连串的混乱，其原因就是由于金和银同时充当价值尺度，而法定的金银价值比例同金银价值的实
际变动不断发生冲突。有时金的估价高了，有时银的估价高了，估价过低的金属退出流通，被熔化
和输出。马克思总结这段历史经验时指出：“这方面的全部历史经验总结起来不过是这样：凡有两
种商品依法充当价值尺度的地方，事实上总是只有一种商品保持着这种地位。”世界货币制度史的
发展历程已经证明，一个国家无论发行多少种货币，但实际上只有一种货币在起作用，这是货币制
度发展的质的规定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三、货币三重化必然会引起商品价格的三重化 
   马克思指出：“如果两种不同的商品，例如金和银，同时充当价值尺度，一切商品就会有两
种不同的价格表现，即金价格和银价格。”虽然人民币、港币和澳门元并没有规定黄金的含量，但
在客观上也是黄金的代表，三者都能同时发挥计价的作用，因而同一种商品便会有三种不同的价格
表现，即人民币价格、港币价格和澳门元价格。这种商品三重化价格的现象，必然会扰乱市场上的
价格秩序和交易秩序。同时，货币三重化又加剧了商品供应的紧张和商品价格的上涨。 
   由于三种货币缺乏统一的管理机构和协调机构，因而在一般情况下，发行货币时不会或较少
考虑商品可供量的需要，这样极有可能出现货币的发行总量和商品可供量的不平衡，并且往往是货
币的发行总量超过商品可供量的实际需要。又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同类商品的港币价格和澳门元价格
比人民币价格便宜，这样就需要用更多的商品才能回笼，从而引起同类商品的供不应求。上述事实
都会使实际流通的纸币量大大超过实际需要的纸币量，加剧了商品供应的紧张和商品价格的上涨。
此外，在三种货币共同存在的条件下，不仅会增加生产货币材料的费用支出，而且会增加货币的印
制成本、发行成本和结算成本的支出。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这种支出的增加是不符合社会经济

 



资源优化配置要求的。 
   四、货币三重化破坏了货币和纸币的流通规律 
   商品流通是货币流通的基础，决定着货币流通；货币流通是商品流通的表现，反映和促进了
商品流通。货币流通必须和商品流通相适应，这是商品生产和交换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它的基本要
求是“流通手段量决定于流通商品的价格总额和货币流通的平均速度这一规律。”纸币是由国家发
行并强制通行的货币符号，它代替金属货币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所以无论发行多少纸币，也只能
代表商品流通中所需要的金属货币量。马克思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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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纸币的流通规律。纸币的发行量只有以流通中所需要的金属货币量为限
度，它才具有和金属货币相等的购买力，如果超过这个限度，纸币就会贬值，就会引起通货膨胀。
因此，纸币的发行必须符合货币流通规律和纸币流通规律的客观要求。然而，实现这两个规律是以
一个国家只发行一种货币，实行价值尺度一元化为前提条件的。但是，由于我国境内同时共存三种
纸币，出现了价值尺度的三重化。这样，实现规律的前提条件就遭到了破坏，使我们无法计算整个
社会的商品价格总额和同一单位货币的平均流通速度，从而也就无法计算一定时期内流通中所需要
的货币量，这就有可能使货币的发行离开它的客观依据而违背货币流通规律和纸币流通规律。 
   五、货币三重化削弱和动摇人民币的特权地位 
   我国人民币长期稳定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依据了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建立了统一的人民币
制度，肃清了一切外币在国内的流通，维护了人民币代表一般等价物的独占权。现在由于货币三重
化，三种货币同时执行货币的职能，就会动摇人民币的特权地位，破坏人民币币值的稳定。由于各
种原因导致同类商品的港币价格和澳门元价格低于人民币价格，一定量的港币和澳门元比同量的人
民币可以购买到更多的同类商品，从而体现为更高的价值。因此，相对于港币和澳门元来说，人民
币事实上已经贬值。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强化港币和澳门元的特殊地位，削弱人民币的地位，使
港币和澳门元成为比人民币更为优越的一种纸币，甚至出现港币和澳门元排斥人民币的现象。更为
严重的是，由于同类商品存在着三种价格的差别，必然会产生港币和澳门元的黑市买卖，黑市价格
的波动幅度又往往受投机因素的影响，从而严重干扰了三种商品价格之间的正常差价，损害了人民
币的声誉和地位。事实证明，在我国只能发行人民币这种唯一的货币。关于这一点，欧盟共同体的
成功经验是值得借鉴的。欧盟共同体在不改变各成员国政治和经济体制相对独立性的前提下，实行
了货币制度一体化，这不但没有影响各成员国的自身利益，而且为各成员国带来了许多共同利益。
欧盟共同体的作法对我国是有启示意义的（作者单位：西安邮电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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