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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足值的货币和不足值的货币是什么

1、足值货币（FullbodiedMoney）是货币发展的早期形态，此时，货币的额定价
值同它作为特殊商品的内在价值是一致的，所以，又可称之为商品货币或实物货币
。最早充当货币实物形态的商品有牲畜、贝壳、粮食、布匹、金属等。足值货币是
以其自身所包含的内在价值同其他一款商品相交换。但是，早期的实物形态货币绝
大多数都受其本身使用价值的限制，运用范围不大，不便于保存和携带，而且难以
分割，不可能有质地均匀的、统一的价值表现标准。因此，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和
扩大，实物形态的商品货币就逐渐由内在价值稳定、质地均匀、便于携带的金属货
币所替代。

2、不足值货币又称非足值货币。非足值货币属于信用货币，是一种完全借助信用
基础而流通起来的货币。正如弗里德曼所说：“每个人之所以接受纸币，是因为人
们深信别人也会同样地接受它。作为货币的纸币之所以具有价值，是由于其他人也
认为它具有价值。”这种相互加强的信念是非足值货币存在的基础。

3、非足值货币包括不足值的铸币以及现在流行的货币、银行存款、电子货币等。

二、基础货币是什么意思

基础货币，也称货币基数(MonetaryBase)，因其具有使货币供应总量成倍放大或
收缩的能力，又被称为高能货币(High-poweredMoney)。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2000年版)的定义,基础货币包括中央银行为广义货币和信
贷扩张提供支持的各种负债，主要指银行持有的货币(库存现金)和银行外的货币(流
通中的现金)，以及银行与非银行在货币当局的存款。各国对基础货币的定义及统计
不尽相同，即使是在一个国家之内，根据基础货币的分析用途不同，可能有几种基
础货币的定义。我国基础货币的定义和统计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演化的过程。1994年
，我国开始进行基础货币统计。当时对基础货币的统计定义为：基础货币=金融机
构库存现金+流通中现金+金融机构准备金存款+金融机构特种存款+邮政储蓄转存
款+机关团体在人民银行的存款。其中，金融机构库存现金包括商业银行、政策性
银行、城乡信用社、财务公司所持有的现金；金融机构特种存款是人民银行为了吸
收农村信用社多余的流动性设立的特别账户，通常账户余额很小，并且不活跃。基
础货币这一概念可分别从基础货币的来源和运用两个方面来加以理解。从基础货币
的来源来看，它是指货币当局的负债，即由货币当局投放并为货币当局所能直接控
制的那部分货币，它只是整个货币供给量的一部分；从基础货币的运用来看，它是
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包括商业银行的库存现金以及商业
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存款）；二是流通于银行体系之外而为社会大众所持有的
现金，即通常所谓的"通货"。在现代经济中，每个国家的基础货币都来源于货币当
局的投放。货币当局投放基础货币的渠道主要有如下三条：一是直接发行通货；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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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变动黄金、外汇储备；三是实行货币政策（其中以公开市场业务为最主要）。由
基础货币的投放渠道，我们可以看出，基础货币的决定因素主要有：（1）中央银
行在公开市场上买进证券；（2）中央银行收购黄金、外汇；（3）中央银行对商业
银行再贴现或再贷款；（4）财政部发行通货；（5）中央银行的应收未收款项；（
6）中央银行的其他资产；（7）政府持有的通货；（8）政府存款；（9）外国存款
；（10）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卖出证券；（11）中央银行的其他负债。在以上这
11个因素中，前6个为增加基础货币的因素，后5个为减少基础货币的因素，而且这
些因素均集中地反映于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我们不难看出，在以上这些因素
中，有些是中央银行所能直接控制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公开市场买卖；而有些则是
中央银行不能直接控制的。但是，对于这些不能直接控制的因素，中央银行可通过
运用其公开市场业务，来抵消这些因素对基础货币的影响。因此，一般认为，基础
货币在相当程度上能为中央银行所直接控制。由此可见，人民币基础货币也不外乎
上述几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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