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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缩的关系 （1）联系：①二者都是由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

供给不平衡造成的，亦即流通中实际需要的货币量与发行的

数量不平衡造成的。②二者都会影响正常的经济生活和社会

经济秩序。 因此，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予以抑制。 （2

）区别：①含义及实质不同：通货膨胀是指纸币的发行量超

过流通中所需要的数量，从而引起纸币贬值，物价上涨的经

济现象，其实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通货紧缩是

指物价总水平在较长时间内持续下降的经济现象，其实质是

社会总需求小于社会总供给。②表现不同：通货膨胀表现为

纸币贬值、物价上涨、经济过热的现象；通货紧缩则表现为

物价持续下降、市场疲软、经济萎缩的现象。③原因不同：

通货膨胀主要是纸币的发行量大大超过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

量引起的。另外，经济结构不合理、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

、生产资料价格大幅调整、需求膨胀等因素也是引发通货膨

胀的重要原因；通货紧缩主要是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由卖

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引起的，另外，货币供应增长乏力、

金融危机等因素也是引发通货紧缩的重要原因。④危害性不

同：通货膨胀的出现，直接引起纸币贬值，物价上涨，如果

人们的实际收入没有增长，生活水平就会出现下降，购买力

降低，商品销售困难，造成社会经济生活秩序混乱；通货紧

缩，物价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对人民生活有好处，但物价总水

平长时间、大范围下降，会影响企业生产和投资的积极性，



导致市场销售不振，对经济的长远发展和人民的长远利益不

利。⑤解决办法不同：抑制通货膨胀主要是实行适度从紧的

货币政策和量入为出的财政政策，控制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

模；抑制通货紧缩主要是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

政策，加大投资力度，扩大内需，调整出口结构，努力扩大

出口。 2、纸币不等于货币 （1）从商品价值看，纸币不是货

币。商品的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作为

货币符号的纸币不是商品，没有价值。而货币是从商品中分

离出来的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它具有使用价值，

货币价值的大小由生产货币本身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决定。与此相比较而言，纸币没有价值，它究竟能代替多少

货币执行流通手段职能，要由国家规定并靠国家强制力来保

证实施。 （2）从纸币的本质看，纸币不是货币。纸币是由

国家发行的强制使用的货币符号，是金融货币的代表，本质

上是价值符号，价值符号不能等同于价值，货币符号不是货

币本身，不是真实的货币。 （3）从货币的形成过程来看，

纸币不是货币。货币是商品交换长期发展的产物，它经历了

偶然的物物交换、扩大的物物交换、以一般等价物为媒介的

交换和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四个阶段。而纸币则是由国家自

觉发行的纸币。 （4）从货币与纸币的职能看，纸币不是货

币。在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中，货币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

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和世界货币五种职能，而纸币只能

代表金属货币执行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职能，既然纸币不

能完全行使货币的职能，因此纸币不是货币。 3、价格围绕

价值上下波动，并不是对价值规律的否定 （1）价值规律要

求商品交换要以价值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这要求商品的



价格与价值相符。但在实际的交换中，存在着价格与价值不

符即不等价交换现象。 （2）在市场上，价格与价值的背离

主要是由市场供求不平衡引起的。由于供求关系的变化价格

围绕价值上下波动。 （3）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不是对

价值规律的否定，因为从一个较长的时间来看，商品的价格

总的来说仍与价值相符。所以，等价交换原则并不存在于每

一个场合，而是从总体上说的。4、认识价格的基础、形成及

对价格的影响因素 （1）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价值是由

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格的基础是价

值，即包含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2）在商品经

济中，商品的价格主要是由市场形成的，以市场竞争为条件

，由商品生产者自行定价，定价的重要依据是供求关系，所

以也称为通过供求关系形成价格。 （3）影响商品价格的高

低，除商品价值外，还受其它因素影响，如商品供求关系的

变化、货币价值的变动、纸币的发行量、人们的购买心理等

。 （4）价值决定价格，价格受供求关系的影响围绕价值上

下波动，不能理解成供求关系决定价格。 5、“优质优价”

与“质优价廉”是否矛盾 “优质优价”与“质优价廉”是两

种不同的经济现象，但两者并不矛盾。前者是从生产者角度

提出的要求，后者是从消费者角度提出的要求，都是商品本

身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基本属性的反映，也正是价值规律发

生作用的结果。 我们知道，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

，在实际生活中，人们直接接触到的不是商品价值，而是商

品价格。在市场上，商品的价格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

要劳动时间即价值决定，同时又受供求关系的影响。 就生产

同类商品的不同商品生产者而言，优质商品“优价”，主要



有以下因素：（1）优质商品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多。商

品生产者如果生产同类商品，材料好、做工精、科技含量高

、管理科学，则生产出的优质商品会比同类的普通商品所耗

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多，因而价值大，价格高。（2）优质

商品供不应求。由于优质商品能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要，市

场竞争力强，处于供不应求状态，因而在同类商品中优质就

会优价。 就优质商品的生产而言，优质商品“价廉”主要有

以下因素：（1）生产优质商品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如果

生产优质商品的社会生产率提高，则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

间必然减小，因而优质商品的价值就会变小，其价格也相对

较低。（2）市场上优质商品供过于求。如果优质商品的生产

者扩大生产规模，导致市场上优质商品供过于求，其价格就

会低于价值，因而优质商品就会“价廉”。（3）生产优质商

品的个别劳动生产率提高。如果生产优质商品的个别商品生

产者，率先采用先进技术，加强管理，提高个别劳动生产率

，其生产优质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就会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

间，则个别商品生产者在竞争中就会处于有利地位，这样就

可能用较低的价格出售自己优质的商品。另外，有的商品生

产者为了加快资金周转，采取薄利多销的方法也可以用较低

的价格出售优质的商品。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