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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货币银行学”是经济和管理类金融学和非金融学专业学生必修的一门重要基础理论课，所以各
高等院校都非常重视它的教学。
　　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我们感觉到，尽管目前各种版本的“货币银行学”教材数量不少，但多是
从理论研究的角度编著的，而且很多教材没有充分体现实际生活中金融业日新月异的变化。
此外，多数院校培养的学生以应用型人才为主，但是现有“货币银行学”教材难以体现应用型本科教
学的特点，因此，既不利于教师的教学，也不利于学生的学习。
　　为了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质量，结合经济和管理类金融学和非金融学专业“货币银
行学”课程的需要和特点，兼顾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要求，我们根据多年的教学实践经验，编写了这本
适应经济和管理类金融学和非金融学专业学生需要的“货币银行学”教材。
本教材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容量适度。
经济和管理类金融学和非金融学专业的“货币银行学”课程学时相对较少，所以本教材在容量上保持
适度。
　　二是深度适度。
由于使用对象是经济和管理类金融学和非金融学专业的本科阶段的学生，所以在理论深度上保持适度
。
　　三是广度适度。
根据教材整体需要，保持理论知识广度适度。
重要的内容详写，次要的内容略写。
　　四是前沿适度。
即适度介绍一些前沿理论和实践知识。
　　五是理论联系实际适度。
在介绍一般原理时，尽量结合我国金融改革实践加以阐述，同时配合案例分析，体现出学以致用的特
色。
　　本书由王晓光教授任主编，崔宏伟、李玉志、张兴东、刘欣任副主编。
由王晓光教授组织了吉林农业大学发展学院、长春大学、长春大学光华学院、长春大学旅游学院的教
师共同编写。
全书共计12章，由王晓光教授总体策划，各章编写分工情况为：王晓光编写第一章、第十章、第十一
章；崔宏伟编写第三章、第五章；张兴东编写第十二章；刘欣编写第六章；李玉志编写第八章、第九
章；唐志武编写第二章；于晶波编写第四章；佟元琪编写第七章第一节；程淑佳编写第七章第二节；
尹春梅编写第七章第三节；陈新新编写第七章案例；此外，郝中老师参与了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
全书最后由王晓光教授总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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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质量，结合经济和管理类金融学和非金融学专业“货币银行学
”课程的需要和特点，兼顾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要求，编者们根据多年的教学实践经验，编写了这本适
应经济和管理类金融学和非金融学专业学生需要的“货币银行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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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西方货币起源说　　在马克思之前，西方关于货币起源的学说大致有以下三种。
　　第一，创造发明说。
认为货币是由国家或先哲创造出来的。
如早期的古罗马法学家鲍鲁斯认为，买卖渊源于物物交换，早期并无货币，也无所谓商品与价格，每
个人只是根据他的机缘与需要以对他无用的东西交换有用的东西，因为通常是一个富余而另一个不足
。
但是，由于你所有的正是我所愿得的和我所有的正是你所愿接受的这种偶合的情况不是经常出现，于
是一种由国家赋予永久价值的物品被选出来，作为统一的尺度以解除物物交换的困难。
这种物品经铸造成为一种公共的形式后，可以代表有用性和有效性，而不必考虑其内在的价值和其数
量的关系。
从此两种东西的交换不再称为财物，只称为一个价格。
　　法国经济学家奥雷斯姆认为，物品常常表现为在一地很缺乏而在别处却很丰富，于是产生物物交
换方式。
又因物物交换常常产生纠纷和争议，聪明的人发明了货币，因此货币不是直接用来满足人类生活的自
然财富，而是被发明出来的便于交换的人为工具。
　　第二，便于交换说。
这种观点认为货币是解决直接物物交换困难而产生的。
如英国经济学家斯密认为，货币是随着商品交换发展逐渐从诸多物品中分离出来的，是为解决相对价
值太多而不易记忆、直接物物交换不便而产生的。
他说，如果进入交换过程的有100种物品，那么每种物品都会有99个相对价值，由于这么多价值不易记
忆，人们自然会想到把其中之一作为共同的衡量标准，通过它来对其他货物进行比较，解决直接物物
交换的困难。
　　第三，保存财富说。
这种观点认为货币是为保存财富而产生的。
如法国经济学家西蒙第认为，货币本身不是财富，但随着财富的增加，人们要保存财富、交换财富、
计算财富的量，便产生了对货币的需要，货币因此而成为保存财富的一种工具。
　　三、马克思货币起源说　　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形式经历了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即由
简单的偶然的价值形式、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价值形式，最后达到货币形式。
　　1.简单的偶然的价值形式　　最初的交换带有偶然的性质，一种商品的价值偶然地、简单地由另
一种商品来表示。
　　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产品逐渐有了剩余，生活需要有所扩大，交换行为出
现。
但交换只是偶然发生，一种商品的价值只是偶然表现在另一种商品上。
比如，10尺①布换l张兽皮，10尺布的价值就偶然地在1张兽皮上表现出来，或1张兽皮的价值就偶然地
在10尺布上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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