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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综观全书，它可以说是研究中国现代货币制度和现代货币流通的百科全书，是研究和发展中国特色货
币理论的资源富矿，也是培育现代中国金融人才不可多得的教材。
在中国，无论是货币理论的发展、货币流通的现代化管理、宏观金融的调控还是新形势下人民币国际
化功能的培育，百年的历史经验始终是我们不断前进的基础，我们要以更大的胸怀吸收世界货币文化
，并将中国的货币文化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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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孟建华，高级经济师，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货币金银处处长、江苏省钱币学会秘书长。
曾在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金融白话》、《洗钱与银行业机构反洗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中国
货币政策的选择与发展》（获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2006年金融教育优秀科研成果著作类二等奖）
等专著，主编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的“新农村新金融”丛书第一本《县域经济发展规划与金融资源配
置》，并在《中国金融》、《金融研究》、《金融参考》、《新金融》、《金融时报》、《上海金融
》、《金融理论与实践》、《金融纵横》、《经济参考报》、《经济学消息报》等报刊上发表数十篇
金融理论及实务类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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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的主要内容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货币形成原因的观点　　马克思
认为，货币是商品价值形式发展的必然产物。
随着商品生产的扩大和商品内在矛盾的发展，价值形式经历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历
史发展过程。
　　（一）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　　简单的价值形式就是一种商品的价值偶然地以另
一种商品来表现的价值形式，它是价值形式发展过程中的原始阶段。
这种简单的价值形式的最初表现形式为：1只绵羊：2把斧头。
处于等价形式的商品虽然是普通商品，但由于它充当等价物，因此又具有普通商品所没有的内涵，从
而构成了等价形式的三个特征：一是使用价值成为价值的表现形式，二是具体劳动成为抽象劳动的表
现形式，三是私人劳动成为社会劳动的表现形式。
这三个特征包含货币的全部秘密，即：　　1.货币首先是普通商品，然后才是特殊商品；　　2.货币作
为特殊商品，是以其使用价值表现商品的价值的；　　3.货币一经问世，商品生产的内在矛盾就使其
处于与普通商品相对立的地位；　　4.货币之所以在商品世界中备受推崇，是因为它是价值、抽象劳
动和社会劳动的象征。
　　（二）扩大的价值形式　　扩大的价值形式就是指在相对价值形式上的商品把自己的价值表现在
一系列其他商品上。
比如一只绵羊可以等同于若干个其他物品。
　（三）一般价值形式　不同商品的价值可以由一种商品来表现，这就可以解决扩大价值形式下商品
交换的困难。
由于这种价值形式是简单的、统一的，所以被称为一般的价值形式。
一般价值形式的出现，是价值形式发展史上质的飞跃。
这主要表现在：　　1.处在相对价值形式上的商品，其价值表现是简单的、统一的，都被表现在唯一
的商品上。
这样，一切处于相对价值形式上的商品都可以在价值量上进行比较。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现代货币流通理论与实践>>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