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货币II>>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货币II>>

13位ISBN编号：9787508634845

10位ISBN编号：7508634845

出版时间：2012-10

出版时间：中信出版社

作者：央视《货币》纪录片主创团队

页数：246

字数：125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货币II>>

内容概要

欧债危机的结局将会是怎样？
希腊是否最终会破产？
人民币升值的空间还有多大？
通货膨胀还将持续多久？
世界经济何时会走出萧条？
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还需具备什么条件？
黄金是否是最好的资产保值工具？
⋯⋯
一切的问题均源自——货币。

《货币II》云集包括吴敬琏、陈志武、资中筠、巴曙松、王巍等国内外30位经济学家、金融专家、著
名学者、媒体精英、财经人士，从货币的起源开始，到货币的发展、货币的崛起、货币的灾难和货币
的未来，对货币和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运行秩序之间的关系进行一次较为全面深入的梳理，以
一种权威、开放、通俗、人性和客观的方式来解读货币的角色和影响力，并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
未来提出了独到的看法。
为大众提供客观全面的知识，为投资者提供权威的信息，为决策者提供判断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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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货币》纪录片主创团队由完成了《大国崛起》、《水问》、《华尔街》等央视重大选题的核心
骨干成员组成，金融团队汇聚了国内外著名的专家学者和在华尔街等世界金融中心工作生活多年的业
内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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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货币发行权必须有法律来约束吴敬琏 经济学家欧盟需要统一的财政和政府欧元区不是一个主权国家，
但是却使用同一种货币。
因为各个国家发展水平不一样，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也不可能有统一的财政，在使用统一货币的情
况下，各个国家之间的矛盾就会变得越来越激化。
理论上，如果几个国家使用同一种货币，就会发生一种超发的竞赛。
因为货币存在周期性，信用货币的价值在发行货币以后才能够获得，所以不同的国家都会利用这种机
制，通过货币的超发来获得利益。
这样就会导致债务积累，金融体系也会发生问题。
未来的方向是从货币联盟走向加强财政纪律，甚至要走向统一政府，这样才能够解决货币体系存在的
问题。
中国的经验也是这样，过去采用两极宏观调控，中国人民银行分行与行政体系衔接，结果它就受到当
地政府的影响，造成了像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期的货币超发和通货膨胀的现象。
1994年改革以后，由两极货币政策调控改成一级货币政策调控，即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调控，把中国
人民银行分行与行政体系分开，这样就避免了货币政策受到地方政府的扭曲。
国家之间当然会有矛盾。
但是，一个大市场带来的利益和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的利益之间到底应该怎么权衡呢？
比如2012年希腊大选之前，就有很多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希腊人对于欧盟要求希腊紧缩财
政极其反感，甚至举行游行示威，结果一定会是希腊退出欧盟。
但是去实地调查的一些中国经济学家问希腊街头示威的人，会不会接受希腊退出欧盟，他们给出的回
答是，和退出欧盟相比较，继续留在欧盟对希腊和希腊人民的生活更有利。
后来选举的结果表明他们也作出了这样的选择。
虽然欧盟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很多困难，可希望仍在。
即使有个别国家退出，但只要保持欧盟的主体部分待在一个大市场里面，就能维持经济的发展，而且
有理性的人都会作出这种选择。
一旦作出这种选择，就一定要做到财政上的统一，甚至是政治上的统一，否则欧元这个货币体系将很
难维持。
货币在本质上是交易的中介人们普遍认为货币是交易的中介。
在货币产生以前，商品的交换是物物交换，成本非常高。
于是，人们就将自己的物品卖掉，换成大家都认可的交换中介，再用这种中介购买所需要的其他物品
，这样货币就产生了。
有了这个中介物，交易的成本就能够降低。
所以通常来讲，货币有三个职能：第一，它是价值的尺度，也叫作记账的单位；第二，它是交换的媒
介；第三，它是价值储存的手段。
最早的货币是金属货币，而金属本身有价值，所以马克思把它叫作一般等价物。
由于贵金属携带很不方便，所以后来就由国家来铸造货币。
但铸币易磨损，所以为了让人相信政府的铸币是具有价值的，与是否磨损完全没有关系，就把它演化
成纸币。
纸币由国家的信用来保证币值，所以叫信用货币。
人们只要相信这张纸代表了价值，它就完全能够充当交易中介的职能和货币的职能。
信用货币是货币发展最高阶段的产物，它由法律规定、由政府的信用保证其价值，是一种最方便的货
币工具。
但它本身的问题在于，政府的行为往往不是很理性，发行货币就等于征税。
因为老百姓相信它能够保值，所以就可以用一张纸去换取老百姓的财富，那么就等于征税，我们把这
种税叫作铸币税。
有了纸币这个工具，政府往往会滥用，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战争、加强国力或是其他原因，这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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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引发某些严重的问题。
货币发行的权力如何才不会被滥用？
物价上涨，容易造成通货膨胀。
为了避免货币发行权被滥用，首先要保证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也就是说，要保证货币的发行者中央银行，不受政府的各种影响，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中央银行就
需要有独立性。
但是在不同的国家，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差别还很大。
“二战”以后，看起来最具有独立性的应该是德国央行。
德国因为“一战”以后发生过非常严重的通货膨胀，所以教训最深刻，因此德意志联邦银行具有最大
的独立性，货币政策也掌握得最好。
而有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往往受到政府财政部门的很大影响，甚至是直接的控制。
所以，要在法律上保证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要有严格的法律规定，要求中央银行对于保持币值的稳定
负责，而且它要有独立决定货币政策的权力。
货币体系、金融体系是资源配置中最精巧、最复杂的部分，它像魔术棒一样，作用非常大。
所以，一方面应该由市场来配置资源。
对于货币的发行，对于它的高级形态—银行资本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和价格决定权，要有非常严格的规
定，要防止权力在资源配置包括货币配置中干预市场的作用。
另一方面，市场的运作必须有规则。
规则的制定和执法，又是由政府来进行的，所以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要有很严格的规定，使整个市
场和政府的运作都在法律的控制之下。
世界货币必须是币值稳定的货币世界金融体系或者货币体系的最大问题就是，世界货币，也叫国际储
备货币、国际结算货币，是一个由主权国家发行的货币—美元。
在原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所有货币都跟美元挂钩，美元跟黄金挂钩。
但是自从这个体系崩溃后，美元就跟黄金脱钩了，一个主权国家发行的货币就直接变成了世界货币。
这是目前一个最大的问题。
如何解决呢？
一个办法就是对美元的发行实行国际性的控制，但这看起来很难做到。
另外一个办法就是，使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
原来人们对于欧元寄予很大的希望，除了美元之外，欧元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甚至有人在20世纪80年代，对日元寄予很大希望。
如果欧元、日元能够参与进来，将使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
但现在看来欧元的设计与欧元区的政治制度不匹配，所以并不是一个很稳定的货币。
日元在1990年发生金融危机以后，也很难再充当一个很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的角色。
至于人民币，应该逐渐向这个方向努力。
不但对中国，对世界都有益处，而且中国现在的经济力量能够对人民充当国际储备货币起到辅助作用
。
但短时期内人民币能够跟美元平起平坐，甚至变成比美元更重要的国际货币储备还不现实，还需要今
后不断的努力。
一个国家的货币能不能充当国际货币的职能，首先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它的金融体系的健康
程度。
因此从短期看，扮演国际货币的角色可能要付出一些代价。
比如，必须保持非常强的稳定性，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整个国际体系的稳定，才能对本国经济起到
很好的作用。
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没有一个很稳定的货币作为国际货币，全球化的经济体系很难运转。
比如美元的不稳定现在就造成了很大的问题。
政府拥有税收的权力，但必须在法律之下政府对于税收的权力应该受到法律的限制。
有关税收的最早的法律是1215年英国的《自由大宪章》，它是贵族和国王之间就限制国王的权力所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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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一个协议。
国王的权力如果被贵族认为是侵犯了贵族应有的权力，贵族就可以采取措施对国王进行弹劾。
国王的权力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征税权。
所以《自由大宪章》从1215年以后就不断被国王抛弃，经过斗争又重新恢复，一直到1688年以后才正
式确立了“国王在宪法之下”的制度。
在现代国家里，以美国为例，它不管是货币的发行还是征税、借债，都要在议会的规定范围内才可以
进行。
在我国则由人民代表大会决定。
建立法治国家，政府要依法行政，但近年来由于有一些立法不够具体，导致在法律的执行上出现了问
题，这就是今后改革的任务。
比如目前人民代表大会对于预算的监督比较粗略，预算的透明度和审核都还需要进一步具体化。
货币对经济和人类文明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货币是价值的尺度、交换的中介和存储的手段，所以货币
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代表了全社会的所有财富。
如果能够把货币配置好，就意味着整个资源配置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
而银行则在持有多余货币的人和手中货币短缺的人之间，通过配置使得货币发挥更有效的作用，所以
银行体系也非常重要。
如果没有银行体系，那么每个企业只能用自己拥有的财富做生意，而另外一些人手中多余的财富又不
得不闲置，不能发挥作用。
货币的作用不只限于经济领域，它在文化发展的历程中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比如美第奇家族，他们在文艺复兴时期推动了欧洲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每一个人都要认识到货币的作用，了解它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不只在经济方面，在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的发展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现代金融体系确实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需要所有人不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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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政府往往倾向于短期行为，就是滥发货币，而滥发货币一定会造成物价腾贵。
因为滥发货币的结果就是使币值降低，币值降低反过来说就是物价上涨，就是通货膨胀。
    ——吴敬琏，经济学家    医疗、新闻、法律等不应该资本化，还有教育也同样不应该资本化，这是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属于人的基本权利，不可以拿到市场上来交换。
    ——资中筠，著名学者    真正的民主法治的政府，必然是穷政府。
越富有的政府，往往是权力不断扩张的政府。
    ——陈志武，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    比较世界各个国家的情况来看，有独立央行的国家，无论是物
价水平、币值的稳定性、经济发展情况，普遍都要比央行不独立的国家强得多。
    ——巴曙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作为交易手段，货币发行量要与整个经济规模相匹配。
这是货币理论最核心的东西。
也就是说，货币的数量一定要和经济发展进行动态匹配。
    ——王巍，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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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货币2》为央视大型纪录片《货币》唯一官方授权中信出版社出版！
吴敬琏、资中筠、陈志武、巴曙松、王巍、朱宁、黄明等30位全球财智精英权威解答你的货币之惑，
从货币看懂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
2007年7月美国次贷危机开始爆发，2008年8月雷曼兄弟公司倒闭，美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美国经济
陷入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2011年11月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并向“欧猪五国”
（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蔓延，欧洲经济受到重大打击，不仅欧洲重债国家经济
深度衰退，而且欧元区整体经济也陷入了衰退。
为了应对愈加严重的金融危机，美国、欧元区国家都采用增加货币供给的手段来应对危机，这直接动
摇了大家对美元和欧元的信心。
正是在次贷危机爆发后，黄金价格才不断上涨，屡屡创出新高。
货币贬值和贵金属价格的上升是对货币及当今国际货币体系缺乏信心的表现。
纵观近现代货币史，保持币值的稳定一直是货币管理部门最核心的目标，为此，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
作了大量的尝试。
然而，实践表明受到各种政治经济因素的干扰，长期保持币值稳定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
《货币2》有别于其他关于货币的学术性著作，它以一种开放、通俗、生动的方式来解读货币，从货
币的起源到货币的发展、货币的崛起，再到货币的灾难、货币的未来，对货币和政治、经济、文化以
及社会运行秩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深入的梳理，其时空跨度之大、资料之丰富、故事之
生动、观点之独特，非常值得一读，相信对大家了解货币会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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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政府往往倾向于短期行为，就是滥发货币，而滥发货币一定会造成物价腾贵。
因为滥发货币的结果就是使币值降低，币值降低反过来说就是物价上涨，就是通货膨胀。
——吴敬琏，经济学家医疗、新闻、法律等不应该资本化，还有教育也同样不应该资本化，这是为什
么呢？
因为这些属于人的基本权利，不可以拿到市场上来交换。
——资中筠，著名学者真正的民主法治的政府，必然是穷政府。
越富有的政府，往往是权力不断扩张的政府。
——陈志武，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比较世界各个国家的情况来看，有独立央行的国家，无论是物价水
平、币值的稳定性、经济发展情况，普遍都要比央行不独立的国家强得多。
——巴曙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作为交易手段，货币发行量要与整个经济规模相匹配。
这是货币理论最核心的东西。
也就是说，货币的数量一定要和经济发展进行动态匹配。
——王巍，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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