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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对原有统计资料进行了更新，并吸收了本学科*的研究成果，注
重理论与实践的充分结合。全书共分十二个项目，除介绍金融的基本理论、方法外，还
将基本理论、方法贯穿于实务中，实现了理论与实务并重。在结构设计上，通过日常案
例导入式、工作任务及活动的设计，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加深理
解，便于掌握。在案例编排、内容选择上，注重从高职高专学生的特点出发，内容丰富
、重点突出、条理清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具有较强的前瞻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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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货币自诞生以来，曾有许多不同的物品先后充当过货币材料，形成了不同的货币形式。
大致而言，货币形式经历了实物货币、金属货币、纸制货币、存款货币和电子货币等数
次大变身。实物货币是货币产生初期采用的货币形式，金属货币曾在许多国家长期流通
使用，纸制货币、存款货币和电子货币是现代货币形式。
（一）实物货币
货币的祖先脱胎于一般的商品。某些一般的商品由于其特殊的性能，适合用作交易的媒
介，于是摇身一变成为货币。实物货币是指作为货币，其价值与其作为普通商品的价值
相等的货币。
在商品交换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最初的货币形式，是商品间接交换的一般价值形态
的表现，最初被固定在某些特定种类的商品上。
在中国历史上，实物货币种类很多，如龟壳、海贝、蚌珠、皮革、米粟、布帛、牲畜、
农具等。这些特殊商品在充当货币使用时，基本上保持了原来的自然形态，这一点决定
了这种货币形态存在以下缺点:体积大，不能分割，值小量大，不便携带，不利于在广大
地区之间交易;各种实物质量不一，不宜作为价值标准;容易磨损、变质，不易保存，容
易在保存过程中损失价值。因此，实物货币无法充当理想的交易媒介，不适合作为价值
标准和价
值储藏手段。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这种货币逐渐被金属货币所替代。
（二）金属货币
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金属提炼技术的提高，人们找到了比贝壳等实物货币更合适的
货币材料———金属。金属材料质地坚固均匀，耐磨、耐腐蚀，有较高的稳定性，有的
金属材料还具有很好的塑性、韧性、延展性等，易于加工制作，可制成不同大小和形状
的金属货币，适于表现各种商品的价值。于是，金属货币登上了货币历史的舞台。自从
出现金属货币后，货币的应用范围比起贝币时代更加广泛了。除了买卖东西、赏赐、馈
赠外，弱 国向强国纳贡，穷人向富人借贷，也都用货币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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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货币按照材料的不同，可分为贵金属货币和贱金属货币两种。贵金属是指金、银等
贵重金属材料。金素有“金属之王”的美称，它是最重的金属之一，具有惊人的化学稳
定性，价值较高，自古以来被视为“无价之宝”。银是一种白色金属，性能优良，在自
然
界分布稀少，历来也是珍贵的造币材料。贱金属是相对贵金属而言的，主要指铜、铁、
铝、镁等金属材料，这些金属在地壳中储量丰富、分布广泛，有成熟的冶炼技术，产量
大，成本低。贱金属货币在金属货币时代主要起辅币作用，不如贵金属货币珍贵。
在以金银条块形式流通的金属货币时代，每做一笔交易都要核实金属货币的重量、检查
其成色，很不方便，于是就出现了具有一定形状、重量、成色和面额的铸币。金属铸币
在长期流通过程中逐渐磨损，成为不足值的货币，却不影响它的流通和使用。人们只关
心它是否能买回自己所需要的商品，而不关心它是否足值。这种名不副实的变化，决定
了纸制货币可以代替足值金属货币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 货币自诞生以来，曾有许多不
同的物品先后充当过货币材料，形成了不同的货币形式。大致而言，货币形式经历了实
物货币、金属货币、纸制货币、存款货币和电子货币等数次大变身。实物货币是货币产
生初期采用的货币形式，金属货币曾在许多国家长期流通使用，纸制货币、存款货币和
电子货币是现代货币形式。 （一）实物货币 货币的祖先脱胎于一般的商品。某些一般的
商品由于其特殊的性能，适合用作交易的媒介，于是摇身一变成为货币。实物货币是指
作为货币，其价值与其作为普通商品的价值相等的货币。 在商品交换的长期发展过程中
产生的最初的货币形式，是商品间接交换的一般价值形态的表现，最初被固定在某些特
定种类的商品上。 在中国历史上，实物货币种类很多，如龟壳、海贝、蚌珠、皮革、米
粟、布帛、牲畜、农具等。这些特殊商品在充当货币使用时，基本上保持了原来的自然
形态，这一点决定了这种货币形态存在以下缺点:体积大，不能分割，值小量大，不便携
带，不利于在广大地区之间交易;各种实物质量不一，不宜作为价值标准;容易磨损、变
质，不易保存，容易在保存过程中损失价值。因此，实物货币无法充当理想的交易媒介
，不适合作为价值标准和价
值储藏手段。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这种货币逐渐被金属货币所替代。
（二）金属货币 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金属提炼技术的提高，人们找到了比贝壳等实
物货币更合适的货币材料———金属。金属材料质地坚固均匀，耐磨、耐腐蚀，有较高
的稳定性，有的金属材料还具有很好的塑性、韧性、延展性等，易于加工制作，可制成
不同大小和形状的金属货币，适于表现各种商品的价值。于是，金属货币登上了货币历
史的舞台。自从出现金属货币后，货币的应用范围比起贝币时代更加广泛了。除了买卖
东西、赏赐、馈赠外，弱 国向强国纳贡，穷人向富人借贷，也都用货币支付。 金属货币
按照材料的不同，可分为贵金属货币和贱金属货币两种。贵金属是指金、银等贵重金属
材料。金素有“金属之王”的美称，它是最重的金属之一，具有惊人的化学稳定性，价
值较高，自古以来被视为“无价之宝”。银是一种白色金属，性能优良，在自然
界分布稀少，历来也是珍贵的造币材料。贱金属是相对贵金属而言的，主要指铜、铁、
铝、镁等金属材料，这些金属在地壳中储量丰富、分布广泛，有成熟的冶炼技术，产量
大，成本低。贱金属货币在金属货币时代主要起辅币作用，不如贵金属货币珍贵。 在以
金银条块形式流通的金属货币时代，每做一笔交易都要核实金属货币的重量、检查其成
色，很不方便，于是就出现了具有一定形状、重量、成色和面额的铸币。金属铸币在长
期流通过程中逐渐磨损，成为不足值的货币，却不影响它的流通和使用。人们只关心它
是否能买回自己所需要的商品，而不关心它是否足值。这种名不副实的变化，决定了纸



制货币可以代替足值金属货币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 （三）纸制货币 纸制货币的出现和
发展推动了商品交换的发展。但是，由于纸制货币本身的价值微乎其微，人们最初并不
接受它。纸制货币之所以能够广泛使用，是因为国家力量的强制推行，所以纸币是国家
发行的强制流通的价值符号。纸币的发行权为政府或政府授权的金融机关所专有，发行
机关多数是中央银行、财政部或政府成立的专门货币管理机构。 与金属货币相比，纸制
货币具有金属货币没有的一些特点:印刷成本比制造金属货币的成本低，可避免在流通中
的磨损所造成的贵金属的流失，也可避免因不法之徒切削、溶解金属货币而带来流通不
畅现象;比金属货币更容易保管、携带和运输等。 （四）存款货币 存款货币是指活期存
款账上的账户。西方国家的活期存款可以随时开出支票在市场上转移或流通，充当交易
媒介或支付工具。由于支票可以装订成书本形式，因此人们又把支票称为书本货币。存
款货币主要体现在单位、个人在银行账户上的活期存款，主要流转于银行体系内，可用
于转账结算。 存款货币的优点主要有:可以避免像其他货币那样容易丢失和损坏的风险;
运送便利，可减少运输成本;实收实支，免去找换零钱的麻烦;支票经收款人收讫以后可
以在一定范围内流通。 （五）电子货币 伴随着迅速发展的电子商务而出现的电子货币，
是继纸币取代铸币以来货币形式发生的第二次标志性变革。电子货币的本质是价值信息
工具，它已经不再是商品，却又代表着商品;它已经不再具有价值，却又代表着价值。它
是一组数字、一组符号、一种工具、一种信息。电子货币既是现代发达商品经济的产物
，也是现代高科技产品的结晶。按电子货币的发展进程可划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以储值和
信用卡型、电子支票型为代表的“初级的电子货币”。储蓄卡和信用卡等都属于储值和
信用卡型的电子货币;电子支票是指启动支付过程后，计算机屏幕上 出现支票图像，出票
人用电子方式做成支票并进行电子签名而出票。初级的电子货币离不开基本账户。这种
电子货币把金额和相关的信息记录于镶在该卡上的芯片或磁条上，取代纸币在特定的范
围内使用。它脱离了银行账户，但受诸多因素的限制:一方面，它的流通范围有限，需要
借助一定的终端设备;另一方面，它不能像传统货币一样循环使用，以实现个人与个人的
支付，且该卡用完了还须重新购买或充值。 第二种是以数字现金型为象征的“真正的电
子货币”。数字现金型是指依靠Internet支持在网络上发行、购买、支付的数字现金。它
采用全新的信用方式，可以脱离银行账户并且可以循环使用，货币所有人对该数字现金
的控制体现在对包含有该货币数量信息的密码控制上。 目前，电子货币基本上是各个发
行者自行设计、开发的产品，其种类较多，新的产品还在不断地出现。随着电子货币的
发展，现钞和支票的使用会逐渐减少，甚至可能消失,但货币不会消亡，它将以其他的新
形式存在，执行货币的各项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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