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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金融学本来就是一门来自生活的科学。
从银行存款到银行借款，从物价上涨到利率调整，从基金股票到外汇期货，到处闪现着金融学原理的
影子。
金融学原理中有些比较深奥，本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加以描述，读者既不会感到枯燥乏味，又会在
轻松阅读中学习金融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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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严行方，财会专家、擅长最简单的道理阐述最枯燥的话题。
主要著作有《文化经济学》、《和谐经济》、《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直面金融海啸》等70
多部，不乏中国图书奖、“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
多次参加《会计大典》、《会计辞海》、《中国第三产业财务会计百科全书》等权威著作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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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钱是怎样越来越不值钱的——通货膨胀　　人人都知道，现在的钱越来越不值钱了。
其实，不仅仅“现在”的钱是这样，　“过去”的钱也是如此，这是一种普遍而正常的金融学现象。
这就引出了本书的第一个金融学概念：通货膨胀。
　　所谓通货膨胀，是指货币供应量太多引起货币贬值、物价持续而普遍上涨的一种货币现象。
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银行里发出来的新钞票太多了，所以越来越不值钱了。
　　那么，钱是怎样越来越不值钱的呢？
或者说，通货膨胀是怎样发生的呢？
一般认为，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四点：　　①需求拉动　　认为需求拉动导致通货膨胀的观点
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货币的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就会引起价格水平持续上升。
具体地说，需求拉动价格上涨的情况又有两种：一是现实因素，二是货币因素。
　　从现实因素看，整个社会都在过度消费、过度投资，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尤其是过度投资，很容易
打破货币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平衡，导致价格水平上升。
　　从货币因素看，货币供应过度会导致经济活动对货币需求大大减少，这时候即使货币供应量没有
增长或者增长不多，也会导致原有货币量相对过剩；更不用说货币需求量不变时，货币供给增长过快
造成的货币过剩了。
而货币供应过度，是会拉动价格上涨的。
不过，如果投资增长速度与货币总供给增长速度相同，价格依然是可以保持不变的。
　　②成本推动　　成本推动导致通货膨胀的观点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成本的上升，必然会导
致货币总供给量增长。
也就是说，它认为这时候是生产成本的仁升推动了价格上涨。
　　许多生产、加工型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是在成本基础上加上一定利润率来制定价格策略的。
这样，产品和服务的成本越高，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也就会水涨船高。
　　有人也许会问，同样的商品价格越低越有利于拓展市场，它们为什么就不能对产品和服务价格有
所控制呢？
确实，任何企业都不愿意无厘头地提高产品和服务价格，但在有些情况下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例如：
　　a.员工工资水平不断提高，很可能会提高产品和服务成本　　这里之所以说“很可能”，是因为
在员工工资水平提高的同时，还要看劳动生产率有没有得到相应提高。
如果工资水平的提高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就会提高产品和服务成本；相反，如果员工工资水平
提高速度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就会降低产品和服务成本。
　　举例来说，如果今年全体员工的工资水平比去年增长了10％，而劳动生产率却比去年增长了10％
以上，这时候的产品和服务成本反而降低了；如果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达不到10％，产品和服务成本
就必然会在去年的基础上有所上升。
　　每当出现全社会普加工资时，就意味着全社会的产品和服务成本必将进一步上升，从而引发全社
会产品和服务价格的上涨；而产品和服务价格的上涨，又会回过头来拉动员工工资上涨，形成工资和
价格的交替上升，工资推动型通货膨胀就这样出现了。
　　b.垄断行业会强行拉动产品和服务价格的升高　　任何社会都会有一部分垄断行业存在。
对于垄断行业来说，它们的产品和服务价格会脱离成本而单独存在，这是由它们的垄断地位决定的。
　　垄断行业为了追逐垄断利润，往往会抬高产品和服务价格。
如果价格上涨幅度超过成本增长幅度，利润推动型通货膨胀就出现了。
在成本一定的情况下，利润与价格是齐涨共跌的关系，利润推动型通货膨胀实际上就是成本推动型通
货膨胀。
　　③需求膨胀和成本推动相互作用　　货币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会导致通货膨胀（需求拉动型通货膨
胀），在货币总需求一定（不存在货币总需求拉动）的情况下也会导致通货膨胀（成本推动型通货膨
胀）。
　　为了缓解通货膨胀，政府在采取需求扩张措施时，经常会采用成本推动和需求拉动并存的混合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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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这同样会导致通货膨胀。
这就是供求混合型通货膨胀的观点。
　　④结构型　　结构型通货膨胀观点认为，不同部门之间货币需求结构的转换、生产率增长水平的
差异、与国际市场的联系紧密程度等，都会引发结构型通货膨胀。
例如：　　a.货币需求结构转换引发通货膨胀　　在货币总需求一定的情况下，某个部门的一部分货
币需求会转移到其他部门，而这时候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却是无法及时转移的。
　　这样一来，货币需求增加的那个部门的员工工资就会提高，从而引发产品和服务价格上升；同时
，货币需求减少的部门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又会因为没能及时转移，员工工资不会得到减少，从而
导致产品和服务价格依然维持在原有水平上。
总体上看，这时候产品和服务的总价格水平上升了。
　　b.部门生产率增长水平差异引发通货膨胀　　一般来说，产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水平要高于
服务部门，而这两大部门的工资增长速度是大体相同的，并且主要取决于产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水平
。
换句话说，产业部门的生产率提高得快，工资增长速度就快，同时也会拉动服务部门的工资增长速度
得到相应提高。
　　这样一来，虽然大体上看服务部门员工的工资增长速度与产业部门持平，却要高于服务部门的生
产率增长水平。
　　这种产业部门和服务部门之间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上的差异，以及员工工资增长水平大体相同的
局面，会在服务部门形成成本持续上升的压力，从而推动价格水平不断上涨，引发通货膨胀。
　　c.部门差异在国际间的传递　　对于某个特定国家来说，它的国民经济可以分为这样两大部门：
开放经济部门和非开放经济部门。
开放经济部门是指其产品与国际市场有直接联系，如制造业、外贸业；非开放经济部门是指其产品与
国际市场可能会有间接联系，但不会有直接联系，如建筑业、服务业。
　　当全球市场价格处于上涨进程中时，必然会影响到这个特定国家的价格上涨幅度。
只要这个国家无法决定国际市场产品价格，该国的开放经济部门和非开放经济部门就都要受国际市场
价格的影响。
尤其是其中的开放经济部门，受到的影响更直接、更紧密。
　　具体地说，当全球货币市场价格上涨时，开放经济部门中的员工工资会率先得到提高，从而带动
非开放经济部门中的员工工资得到提高。
举例来说，如果某个出口行业的国外工资水平上升，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拉动国内该行业工资水平的提
高，进而带动其他相关部门工资上涨。
　　这样就又出现了上述产业部门和服务部门之间的类似情形——开放部门和非开放部门之间员工工
资增长水平大致相同的局面，会在非开放部门形成成本持续上升压力，从而推动价格水平上涨，引发
通货膨胀。
　　虽然通货膨胀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归根到底是由货币供应量过多造成的；反过来说，并不是货币
供应量过多就一定会造成通货膨胀。
因为随着生产的发展、商品价值的增加，客观上需要货币量能够保持同步增长。
确切地说，只有剔除这部分正常货币供应量之外的货币量增加，才会引发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会造成货币价格动荡。
国际上，通常把可以自由兑换成其他国家货币的、能够普遍被接受、汇率比较稳定、价格长期坚挺的
货币称为“硬通货”或“硬货币”，如德国马克、瑞士法郎等；反之，把信用不好、币值不稳定的货
币称为“软通货”或“软货币”。
　　金融学点睛：　　导致通货膨胀的因素很多，也很复杂。
总体上看，随着社会的发展，发生通货膨胀是必然的，只是通货膨胀率不要过高就行。
　　纸币和硬币并不是真正的钱一本位币和辅币　　我们现在见到的钱，基本上是纸币，只有少量硬
币。
从金融学角度看，这些纸币和硬币并不是真正的钱，因为它们并不是足值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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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穿了，它们只是一种符号，一种标明它值多少“钱（面值）”的符号。
　　这样，就又引入了本位币和辅币的概念。
所谓本位币也叫主币，是指按照国家规定的货币单位铸造的、国内唯一合法的标准货币。
本位币是国家最基本的流通货币，在中国就是人民币单位“元”。
　　在金属本位制货币制度下，本位币的面值和实际价值是一致的，即通常所说的足值货币。
正因如此，这时候的本位币可以自由铸造、熔化，因为它在铸造、熔化后并不会减少重量。
　　但是，如果本位币在流通中产生了磨损，并且这种磨损超过了重量公差（法律允许的细微差别）
，就不能再进人流通领域使用了。
因为这时候的金属货币重量不足，对方未必承认这块金属货币依然值这么多钱；并且，如果你把它进
行重新铸造、熔化，这时候会发生实际损失，重量不够，不合算了。
有鉴于此，政府规定这类本位币可以到指定的部门去兑换新币。
这有点像现在流通中使用的纸币，当纸币污损严重时也是不能进入流通领域的。
你付给对方，对方很可能会以某种理由拒绝接受，但这时候你可以到商业银行去换取面额相等的货币
继续流通。
　　在废除金属本位制货币制度后，由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同样称为本位币。
虽然它在流通中完全不能兑换等值黄金，但却代表了标准的、基本的流通货币。
例如，在中国，人民币就没有法定含金量，不能自由兑换成黄金，也不与任何外国货币确定正式联系
（固定汇率）。
　　说完了本位币再来看辅币。
所谓辅币是一个国家基本流通货币的辅助货币，主要用途是辅助大面额货币流通，用于零星交易和找
零。
在中国，辅币就是人民币单位“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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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每天学点金融学》普及金融学常识，解读热点，洞察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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