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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用货币的两个阶段

1、信用货币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可兑现的信用货币和不可兑现的信用货币两个
阶段。

2、信用货币，是以银行或者国家的信用作为担保，通过信用程序发行和创造的货
币，是货币发展的现代形态。

3、它通常由一国政府或金融管理当局发行，其发行量要求控制在经济发展的需要
之内。

二、信用货币与代用货币的区别

1、代用货币和信用货币的相同之处在于两者都具有货币的交易。

2、第一是信用货币是由国家法律进行规定的，而代用货币则是没有国家法律规定
。

3、第二是信用货币的产生是金本位制度崩盘，然后国家主权信用所背书的货币，
而代用货币则是起着一个交易的作用，背书等级没信用货币那么高。

4、第三，信仰货币是债务货币，而代用货币则是价值货币。

三、为什么货币信用是货币的生命线

1、货币本质上是价值尺度，基本功能是交换媒介与价值储藏手段，这应该是对货
币最基本的理解。

2、从数千年具体的商品实物货币，转变为以国家主权范围内社会财富为总体对应
的国家信用货币，转化成纯粹的价值单位或价值尺度，成为一种数字表征物，实现
了货币“破茧化蝶”的升华——纸币还是纸币，但从金属本位制纸币转化为国家信
用制纸币，发生了内在质的变化。

3、这里所谓信用货币的“信用”，不是发行货币的机构（如央行）自身的信用，
也不是政府或财政自身的信用，而是整个国家的信用（以整个国家社会财富作为支
撑）。是国家将发行货币的权利赋予了货币当局。所以，央行发行货币，并不是央
行的债务，央行根本没有向持币人兑付任何财物的承诺；货币也不是以政府税收作
为支撑的，税收根本无法支撑整个货币；政府信用只能是对政府债务的支撑，而不
可能是对整个货币总量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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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信用货币的出现，是货币发展的必然选择，但货币从自然实物货币转变为国家
信用货币，却又是在潜移默化中实现的，其深刻裂变的原理与逻辑，似乎未得到足
够的重视。

四、为什么支票被称为信用货币

1、信用货币是指币材的价值低于其作为货币所代表的价值甚至没有价值，只凭借
发行者的信用而得以流通的货币。

2、在交易中流通的期票、汇票、银行券和支票等，都属于信用货币。

3、它体现着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信用关系所以支票就被称为信用货币

五、信用货币的信用主体是谁

1、信用货币中的信用主体是银行。货币本质上是价值尺度，基本功能是交换媒介
与价值储藏手段，这应该是对货币最基本的理解。必须指出，不能把债务证明与债
务计价清算的价值尺度（货币）混为一谈。

2、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全社会（特别是以部落首领或宗教组织为代表的主流社
会）最为追崇的，比较珍贵的某一种物品（而不是多种物品）作为一般等价物和交
换媒介，其效率远比私人借条类的债务凭据高得多。

3、因此，人类历史上，不同族群或社会出现了不同的货币物品，如牲畜、食盐、
谷物、贝壳、羽毛、骨头、宝石等，但最后主要集中于一些贵金属上，如金银铜铁
等。

4、货币的优化统一大大方便了交换的进行，促进经济社会加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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