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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商品交换扩大以后，出现了交换困难，这就自然需要在交换时先与一种市场上大家都认可并接
受的商品相交换，然后再用这种商品与自己需要的商品相交换。这样，在漫长的商品交换发展过程中
自然从商品世界中分离出了一种特殊商品，在交换中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这就是货币。　　1.1.1 
货币的本质　　货币是固定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反映了一定的生产关系。　　1）货币是
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　　货币之所以能成为一般等价物，是因为货币首先是商品，但它
又不是一般商品，而是特殊商品。这种特殊性表现在货币是一切商品价值的表现材料，在商品交换中
直接体现商品的价值。另外，货币具有直接与所有商品相交换的能力，是财富的代表，拥有它就意味
着能够去换取各种使用价值。　　2）货币反映着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　　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无
论是表现在金银上，还是表现在某种价值符号上，都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其实质是反映商品生产者之
间的关系。商品生产者相互交换商品，实际上是相互交换各自的劳动，只不过因为他们之间的劳动不
能直接表现出来，所以才采取了商品的形式来进行交换。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商品交换也日益频
繁，而货币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和手段，有力地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因此，货币作为商品的一般
等价物，也就使商品的不同所有者通过等价交换，实现了他们之间的相互交换劳动的关系，这种关系
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　　1.1.2 货币的形态　　自货币产生以来，随着商品交换和
信用制度的发展而不断演进，货币形态大致经历了实物货币、金属货币、代用货币、信用货币、存款
货币以及电子货币几个阶段。　　1）实物货币　　实物货币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一种货币形态。
在早期简单商品交换时代，生产力不发达，交换的目的是以满足人们某种生活和生产的需要为主，在
当时社会组织下，最能代表财富的并具有特殊使用价值的物品自然成为当时的货币。牲畜、盐、稀有
的贝壳、珍稀鸟类羽毛、宝石、沙金、石头等不容易大量获取的物品，都曾经作为货币使用过。一般
近海地区人们多用海贝和盐充当货币；游牧民族多用牲畜、皮革充当货币；农业区人们多用农具、布
帛充当货币等。　　这些物品既是普通商品，可随时直接用于消费，又是特殊货币商品，可用来进行
间接交换。但是多数实物货币都不易分割、不易保存、不便携带，因而不利于行使货币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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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专升本推荐书我就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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