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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是对金融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和国内外实践的概述。
共15章，分别从货币与信用、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与监管、货币理论、国际金融这五个方面进行介绍
。
    本教材内容丰富又浅显易懂，可作为高职高专、成人高校、职业技术学院等金融专业教师和学生的
教学用书，也可用于金融专业初学者的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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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华娟，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编著有《国外非银行金融机构》、《现代货币银行学》、《货币政策理论与实践》等；并参与了《现
代金融词典》、《货币银行学》、总行统编教材《西方商业银行业务与经营》和教育部统编教材《金
融学概论》的编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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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货币与货币制度：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理解什么是货币
、货币是怎样产生的、货币的职能以及货币形态的演变；掌握西方国家和我国货币供应量层次的划分
及其测量的方法；了解货币制度的构成要素、货币制度演变所经历的几个重要阶段的特征，正确认识
当前信用货币制度及其特点。
　　第一节　货币的产生：　　货币是怎么产生的？
这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
马克思从商品交换的发展过程中揭示了货币产生的秘密。
货币是商品交换的产物，一件物品之所以能够成为商品，被人们用来交换，是因为它不仅具有使用价
值，即它的自然形态可以满足人们的需要，而且作为劳动产品，它具有价值。
一种商品的价值通过交换，由另一种（或一系列）商品表现出来，这就是商品的价值形态。
价值形态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简单的、偶然的价值形态，扩大的价值形态，一般价值形态和
货币价值形态。
　　一、简单的、偶然的价值形态：　　简单的、偶然的价值形态是商品交换萌芽时期的价值表现形
态，是价值形态发展过程中的最初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一种商品的价值偶然地、简单地通过另一种商品表现出来，可用公式表示：商品A＝
商品B，或1只羊＝2把斧子。
这是一种直接的物物交换，由于交换还只是偶然的行为，所以两种商品的交换比例也带有偶然性。
　　这一简单的价值形态，反映了羊和斧子这两种商品的价值关系。
羊和斧子分别处在等式的两端，在价值关系中处于不同的地位，起着不同的作用。
在这一等式中，羊起着主动的作用，是被表现价值的商品，斧子只是作为表现羊的价值的材料，起着
被动的作用。
所以，羊是处于相对价值形态，斧子则是处于等价形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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