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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银行学》

内容概要

《货币银行学》内容简介：我国加入WTO时对外的承诺是：五年内将逐步向外资开放银行保险业务。
从理论上讲，从2006年开始，外国银行就可以在中国境内经营所有的人民币业务。与中资金融机构享
有同等的待遇。也就是说，面对来自发达国家的金融业，我国将面临着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因此，
尽快掌握和普及有关货币银行学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加强社会信用基础，对增强我国金融业应对WTO
的挑战能力将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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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银行学》

章节摘录

　　商品具有两种属性：一是使用价值，即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物品的效用，如粮食可以充饥，衣
服能够御寒；二是价值，即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它只能通过一种商品与另一
种商品进行交换而表现在交换价值上，商品交换使商品价值得到体现。因此，商品交换的发展阶段不
同，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也是不同的，在历史上曾经出现以下四种形式。　　1.简单的、偶然的价值
形式　　在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可用来交换的剩余产品还不多，随着一些偶然的交
换行为的出现，价值也就偶然地表现出来，马克思把这个阶段称为简单的、偶然的价值形式。　　2.
扩大的价值形式随着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发展，用于交换的物品越来越多。一种物品不再偶然地同另
一种物品相交换，而是经常地同许多种物品相交换，这时，一种物品的价值就不再是偶然地被另一种
物品表现出来，而是经常地表现在许多与之交换的物品上，有多少种物品与之相交换，就会有相应多
的价值表现形式，马克思称之为扩大的价值形式。　　3.一般价值形式在扩大的价值形式中，不同的
物品价值表现形式也不同，而且随着进人交换的物品的增多，价值表现形式也在不断增加，表现在实
际交换行为中则是交换越来越困难。于是人们就先把自己的物品换成某种物品，然后再用这种物品去
交换自己所需要的物品，这种物品便称为交换的媒介。这样，直接的物物交换就发展为利用某种物品
充当媒介的间接交换了。与此相适应，价值表现形式也就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不再是一种物品的价值
经常地表现在其他许多物品上，而是许多物品的价值经常地由一种物品来表现，价值的同质性就会通
过一种物品更准确地表现出来。马克思称这种价值表现形式为一般价值形态，这个表现所有物品价值
的媒介就是一般等价物。　　4.货币形式　　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在一般价值形态下，交替地起一
般等价物作用的几种商品中，必然会分离出一种商品经常地起一般等价物的作用，这种固定地充当一
般等价物的商品就是货币。当所有商品的价值都由货币来表现时，这种价值形式就是货币形式。从马
克思对货币起源的理论分析中，可以看到商品的价值表现是“怎样从最简单的、最不显眼的样子一直
发展到炫目的货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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