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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交换开始 为何会产生商品与货币的异时交换

一、交换货币起源

当首先是自由民，随后是农奴，能够用货币来代替实物或劳务作支付时，庄园制度
便开始解体了。据人们说，秘鲁的因加人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曾经建立起完全实
行计划的经济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生产和分配完全由国家来计划，所以那里也有可
能不使用货币。然而，即使是计划经济，如果使用货币，工作也会进行得更顺利。
如果不使用货币，生产和分配就必须完全由国家来计划，或者是所有交易都必须按
物物交换形式进行；也就是说，物品和劳务必须和别的物品和劳务相交换。

每一笔物物交换的交易货币理论与实践都要遇到严重难题，需要克服。如果某人想
要油漆房子，他不能简单地找一个能干这工作的油漆工就算完事，他必须找一个愿
意接受他本人所能提供作为报酬的东西，譬如土豆的油漆工。找到了这样的人，在
他克服第二个难题以前，交易还做不成，下一个难题是油漆工的报酬率怎么定？要
把多少重的土豆看作和油漆工的一小时工作时间相等？什么是多少罐油落和多少重
的土豆之间的交换比率？几经讨价还价之后，协议或许可能达成，但如果油漆工并
不需要他的工作所能得到的那么多数量的土豆，还会出现新的难题。

因此，物物交换有许多缺点：其一，要把两个各能提供对方所愿意要的东西的人拉
到一起，也就是象人们所说的，必须“双方需要巧合”；其二，作为每一笔交易的
先决条件，一件商品能够交换另一种商品的比率必须分别决定；其三，某些商品比
别的商品“贵重”，而想要处理“贵重”商品的人又可能不愿意接受那么多的“便
宜”商品作为交换。如果使用交换媒介，所有这些难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所谓交换媒介，是指那种卖主对它本身并不需要但却肯接受的东西，因为他知道他
本人就能用这种东西来交换那些他所需要的东西。使用交换媒介大大顺利了交换，
反之不使用某种交换媒介，交易就大受限制。货币就是具有以便利物品与劳务交换
作为其首要职能的商品。因此货币的起源是来自同物物交换相联系的难题，虽然在
国际范，物物交换仍长期保留作正常的交换方法。

有货币的交易的特征便是使直接交换让位给间接交换。在物物交换的交易中，买和
卖两者被包括在单个行动中；使用货币便把这两个过程分开，因为先是卖出物品换
得货币，而后在以后的机会再把所取得的货币用于需要的购买。

货币逐渐演变，原先曾被认为是货币的必备与理想属性发生了变化。但是，货币的
基本性质并没有改变。凡是能被普遍接受的东西都能用作货币。但是，货币又必须
是相对稀缺的东西，虽然不一定过于稀缺。如果某种东西过于丰富，那就要用很大
数量的这种东西来交换别的东西，其结果要把这种很大数量的东西带来带去，很不
方便，从而它就缺少易于携带的品质；而如果这种东西过于稀缺，那它和别的东西
比较就价值过大，从而一旦要买小量的价值便宜的东西，所需数量又太小，同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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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因为，要使某种东西适于用作一般交换媒介，其供应量必须足以适应现有贸
易量的需要。

货币媒介并无必要应具“内在”价值；可以用黄金和牲畜作货币，也可用一张纸作
货币。但是，最早的货币形式总是被认为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商品，或是有用处或可
当装饰品，因而如果不要求把它们作为交换媒介，它们仍能为某些其他目的服务。
早期的货币形式总是那些被某一具体社会发现是最容易买卖的东西。因此，在早期
货币形式中我们发现诸如此类的东西，象牲畜、茶叶、盐、贝壳、烟叶、糖等等，
都被使用过。

根据亚当·斯密著作，直到1766年，苏格兰还有一个村庄，在那里“工人带钉子而
不是带货币去面包房或啤酒店，仍不罕见”。但是，凡被选中用作货币的商品，都
会由于对它的需求增大而立即变得更有价值。十九世纪当许多国家广泛用黄金代替
白银行货币本位时，白银的价值下跌而黄金的价值上升。货币理论与实践货币从一
开始就必须不仅是交换媒介，而且是计算价格的手段，也就是一种商品可据以交换
另一种商品的比率。货币为这一目的服务时便叫做记账单位。

人们很快发现，要使货币能令人满意地执行其作为交换媒介的职能，如果有可能把
货币单位分成较小的单位，就更方便。使货币可以很容易地分成较小的单位，价值
较低的商品就不再必要只能大量买进卖出。但是，某些第一次用作货币的商品并不
全适合这个目的，虽然作为记账单位，它们仍能服务得很好。牲畜尽管很大，也能
执行这种职能，因为如果只要求把价格或成本用于比较的目的，就可以把这些计算
成一头牲畜的一部分。

但就牲畜而言，还有其他不利之处，首先从大小和质量看，它们并不完全相似，也
有就是说，它们不是同质的；其次，它们的生命有限，也就是说，它们不是耐久的
。这些评论对任何形式的货币均然，不仅是对商品货币。于是我们看到，良好的货
币媒介不应只是能被普遍接受、相对稀缺和可以细分的，而且应是相当耐久、易于
携带和每单位都是质量相同的。贵金属白银和黄金具有上述所有品质，从而它们成
为商品货币的最流行形式。起初，商人如果必须进行支付，就称出所需数量的金属
，他们也可能随身携带若干大小不等、重量不同的小块金属以便进行支付。

从这个阶段跨到硬币生产阶段不过一小步，所谓硬币生产是指用商业界所周知的重
量和成色的固定数量的金属来生产硬币，并由发行当局在上面加盖印章作保证。这
说明为什么象色科和镑等名词最初都是重量单位，后来才成为硬市名称。

发行硬币很快变成国家的特权。虽然商人发现硬币是很方便的贸币形式，但这并没
有阻家级点的这止他们一旦对硬币重量产生怀疑，便再求助于早年习惯，把硬币当
作金属来称重量。这里我们应该记住，早期货币是有内在价值的，并把这一点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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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必要特征。随时间推移，开始出现纸制代币形式的货币，且和硬币一起流通
。下面将概述这在英国怎么发生，这对货币史上的晚近发展有什么意义。

英格兰的纸币的起源可以上溯到金匠开给商人和其他把现金存在金匠那里托他妥善
保管的人的收据，那时除了金匠很少有人具有妥善保管财宝的便利条件。于是伦敦
金匠变成这个国家的第一批银行家。持有收据的人，在对票据作背书之后，可真用
它对另一商人进行支付，背书是使第二个商人有可能取得，如果他愿意的话，已经
存在金匠那里的现金。随着这种习惯发展下去，金匠发行许多面额适当的收据来代
替单张大额收据，便渐渐变成惯例。

终于这些收据变成钞票，发行人在上面写明承诺见票即付持有人等量的现金。银行
家在商界愈受尊敬，他的钞票就流通愈广，持有人就愈有可能不想把它兑成现金。
据认为，第一批真正的钞票是由弗朗西斯·蔡尔兹于17世纪80年代发行的。早年的
钞票全属可兑换型，也就是说，持有人可以随时要求发行钞票的银行家兑付等值的
现金。有如一旦某一商品被用作交换媒介，人们就要求货币单位具有完全的面值，
起初钞票也只有可以立即兑换成诸如黄金或白银等被认为本身具有价值的商品，才
有可能被接受。

最早的钞票本身并不被人们认为是货币，而只是银行家对债务的承认是一种本票或
借据，其持票人不论是谁，部可以要求把它兑换成一定数量的货币。这种货币有时
叫做代币。没有必要每发生一笔交易都要使用实际货币，因为对货币的权利要求可
以无数次易手而并不向发行钞票的银行家要求把它兑换成货币。所谓可兑换并无必
要每张钞票都应有可能见票立即兑换黄金。

二、货币交换形式演变

经历了实物货币、金属货币、纸币、信用货币、电子货币五个阶段。

三、货币交换的四种形式

货币最早的形态是实物货币，比如贝壳、羊、兔子等；然后出现了金属货币，具体
有铜钱、镍钱、银元、金币。金属货币是以货真价实的金属作为材料的，金和银都
是稀缺的。随着商品生产和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全部用白银和黄金作为交换的工
具就不够了。

于是就出现了代用货币，进一步发展为今天的信用货币。信用货币就是完全靠国家
的信用来发行的货币，是国家强制发行的货币符号。因为是国家发行的，我们就信
任它，这叫信用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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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还有银行信用卡，叫电子货币。

实物货币是商品价值和货币价值相等的货币。实物货币是人类最早的货币形态。在
人类经济发展史上，各种商品，如米、布、木材、贝壳等，都在不同时期扮演过货
币的角色。但这些实物货币都有其缺点。如体积笨重，不能分割，携带不方便等，
无法充当理想的货币。实物货币是与原始的、落后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随着商品
生产和商品流通速度的扩大，商品交换的发展，货币材料逐渐转到那些适合充当一
般等价物的金属身上，出现了金属货币。

2.金属货币金属货币是指以金属作为货币材料，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货币。由于金属
矿藏的发现、开采以及手工业的发展和熔炼技术的发明，金属在交换中逐步成为主
要对象，从而使金属成为货币材料。金属货币的演化经历了由贱金属到贵金属，由
称量货币到铸币，由私人铸币到国家铸币的演变过程。

货币金属最初是贱金属，多数国家和地区使用的是铜。贱金属与初步发展起来的商
品经济是相适应的，但后来存在货币材料与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争夺原材料的问题
，而且由于价值量的降低，不适应大宗交易。随着贵金属的开采和冶炼技术的提高
，于是币材由铜向银和金过渡。到19世纪上半期，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处于金银复本
位货币制度时期。

金属货币最初是以条块状流通的，每次交易时要称其重量估其成色，这时的货币称
作称量货币。英镑的“镑”，五铢钱的“铢”都是重量单位，从中可以看出称量货
币的踪迹。称量货币在交易中很不方便，难以适应商品生产和交换发展的需要。随
着社会第三次大分工——商人阶层的出现，一些信誉好的商人就在货币金属块上打
上印记，标明其重量和成色，进行流通，于是出现了最初的铸币，即私人铸币。

当商品交换突破区域市场的范围后，金属块的重量和成色就要求有更具权威的证明
，于是国家便开始管理货币，并凭借其政治权力开始铸造货币，于是经国家证明的
、具有规定重量和成色的、铸成一定形状的国家铸币出现了。

金属具有实物货币不可替代的优越性。如：价值比较稳定，质地均匀，易于分割、
保存，体积小、价值大，便于携带等。

中国最早的金属货币是商朝的铜贝。商代在我国历史上也称青铜器时代，当时相当
发达的青铜冶炼业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交易活动的增加。于是，在当时最广泛流通
的贝币由于来源的不稳定而使交易发生不便，人们便寻找更适宜的货币材料，自然
而然集中到青铜上，青铜币应运而生。但这种用青铜制作的金属货币在制作上很粗
糙，设计简单，形状不固定，没有使用单位，在市场上也未达到广泛使用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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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其外形很像作为货币的贝币，因此人们大都将其称为铜贝。据考古材料分析，
铜贝产生以后，是与贝币同时流通的，铜贝发展到春秋中期，又出现了新的货币形
式，即包金铜贝，它是在普通铜币的外表包一层薄金，既华贵又耐磨。铜贝不仅是
我国最早的金属货币，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货币。

代用货币是在贵金属货币流通的制度下，代替金属货币流通的货币符号。代用货币
的本身价值，低于其货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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