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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9E_8D_E4_B8_93_E4_c49_83486.htm 一、 内容提要 本讲的主

要内容为教材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和第三节，包括货币

形态的发展演变、货币流通的概念和形式、货币需求的概念

及其决定因素三部分。 二、 重点难点 本讲的考试重点：1、

足值货币、信用货币的基本特征及其存在形式2、现代信用货

币范围的扩大及其狭义货币与广义货币的概念3、狭义货币与

广义货币和层次划分及其发展变化的新情况4、马克思货币需

求理论的内容5、凯恩斯货币需求动机理论、货币需求函数及

其特点6、弗里德曼货币需求函数理论及其特点和意义 本讲

的考试难点：1、 足值货币与信用货币2、 马克思、凯恩斯和

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理论内容及特点比较 三、 内容讲解 （一

）货币形态的发展演变1． 足值货币的基本特征：（1） 本身

具有十足的内在价值；（2） 是以自身所包含的实际价值同

商品世界一切商品相交换的，是一种内在价值的等量交换，

即以其内在价值量的大小来决定交换的比例。2． 信用货币

的特征包括：（1） 信用货币是一种价值符号，与黄金已经

完全脱离；（2） 信用货币是债务货币，是银行的债务凭证

；（3） 信用货币具有强制性；（4） 信用货币的管理货币性

质。3． 足值货币的主要形态包括早期的实物形态的商品和

以金银为代表的贵金属货币。信用货币的形态主要有银行券

、商业票据、国家发行的纸币、现代银行的存款，现代经济

中的信用货币形式主要是现金和存款；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和金融创新的深化，现在已经出现了以信用卡为代表的电子



货币，也称“第三代货币”；此外，国家发行的短期债券、

银行发行的承兑票据以及其他特殊种类的存款形式如大额存

单等“准货币”，也是发展中的信用货币形式之一。 4． 我

国中央银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货币供应量统计和公布暂行

办法》，目前划定的货币层次为： 5． 狭义货币是指M0和M1

，即现金和活期存款，其流动性最强，是最容易转化为现实

流通工具的货币，是中央银行首要的调控对象；广义货币是

指M2和M3，即除现金、活期存款以外，将银行机构的各种

定期存款、储蓄存款和一些易于变现的短期信用工具包括在

内的货币形式。6． 货币层次的划分以及狭义货币与广义货

币的统计与分析并不是一成不变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西方各发达国家都对自己划定的货币层

次进行了调整。尤其是金融创新与国家金融市场活跃，创造

出许多易于变现的信用工具，如可转让大额定期存单，可转

让支付命令存款，一些短期回购协议以及信用卡的大量运用

，使得某些货币形式的流动性大大增强，流动强度大为改变

，从而也使货币层次原来的界限变得模糊，货币层次不得不

重新进行划分。 （二）货币流通的概念和形式1． 在现代信

用制度下，货币有狭义货币（现金）和广义货币（现金与存

款货币）之分，货币流通也就由现金流通与存款货币流通共

同构成，因而有狭义货币流通和广义货币流通两种形式。2．

现金流通是指以纸币和铸币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所进行

的货币收付。在当前我国实行现金管理条件下，现金流通领

域主要是与居民个人有关的货币收付和企业单位间的小额货

币收支。3． 存款货币流通也叫非现金流通，即银行转账结

算引起的货币流通，具体表现为存款人在银行开立存款账户



的基础上，通过在银行存款账户上划转款项的办法所进行的

货币收付行为。因此，存款货币流通必须以各企业、单位和

个人在银行开立存款账户为条件。存款货币流通适用的领域

主要是大额商品交易或其他大额货币的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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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