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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我国已故著名金融学家刘絮敖教授数十载潜心研究西方货币金融学说的学术结晶。
作为我国研究国外货币金融学说的第一部专著，本书自1983年由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以来，博得国内
学术界的高度评价，润泽了数代经济金融学人，也使大批金融业务骨干受益良多。
本书内容丰富翔实，分析精辟人微，读来历久弥新，确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书。
本书的付梓出版，填补了国内空白。
即使在国外，也罕有学者如此深入系统地研究货币金融学说，因而很难找到类似的皇皇巨著。
先生堪称国内研究西方货币金融学说的开山鼻祖。
　　由于成书年代的关系，本书所涉理论主要截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
在此后的数十年中，西方货币金融理论又有不少新发展。
中国金融出版社希望我将其补上，与本书合并再版。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我已准备了七八万字的初稿，但思虑再三，唯恐狗尾续貂。
同时，拙作《现代货币经济学》、《现代货币供给理论与实践》及有关著述对上述理论也都有所述及
。
因此，经与中国金融出版社商量，最后决定由我写篇再版序言，简述本书的主要内容和重大价值，介
绍先生的学术精神和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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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系统地收集、梳理了15世纪以来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散见于各家的西方货币金融理论，内
容包括货币理论、信用理论、利率理论，按早期货币金融学说、现代货币金融学说、当代货币金融学
说三个时期，分述各货币金融理论产生、发展、作用、得失及其相互间的影响等，并对其进行评析。
　　本书可供经济、金融研究、教学部门相关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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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重商主义者的主张　　金属学说不只起源于重商主义者，还可远溯于古代希腊的哲学家亚里
士多德。
在他的《伦理学》一书内，我们已可发现他的素朴的金属学说的主张。
他认为货币是价值之共通的尺度，能用以较量一切财物的价值。
由于这样，货币才又能成为交换的媒介。
至于货币的价值，则一如其他财物，为同一规律所决定。
这是明显的金属学说论调。
不过，他的学说却不纯粹。
他在这样主张的同时，却又说货币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由人们的协约或国家的法律所造出的，其价
值也是可以任意变更的。
他并说货币是可凭以交换他物的保证①。
这样的见解则又显然是一种名目学说。
所以亚里士多德的货币学说实包含着金属学说与名自学说两种对立学说的萌芽。
　　这是最早的不纯粹的金属学说见解，直至近世重商主义时期，一种鲜明的金属学说主张，才随着
商业资本主义的出现而产生。
　　重商主义发生于15世纪，全盛于十六七世纪，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重商主义便盛极而衰。
马克思称早期的重商主义为重金主义，称晚期的重商主义为名副其实的重商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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