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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与第三版相比，第四版作了如下改进：　　1.第三章中增加了本轮金融危机发展过程中的相关金
融衍生产品的内容。
　　2.第五章中增加了我国公开市场操作的介绍；近年中央银行主要货币政策及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
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发展的新变化。
　　3.第七章中增加了货币供给内生性与外生性的内容。
　　4.第八章中增加了“理性预期的货币理论”。
　　5.更新和充实了部分数据。
　　本教材仍在不断探索中，难免有缺陷，欢迎广大读者和教师继续提出宝贵意见和批评。
　　尹应凯同志对本书的修订承担了大量工作，借此机会表示感谢；并十分感谢本书责任编辑复旦大
学出版社经管分社徐惠平的指导和辛勤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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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复旦博学·金融学系列”之一。
全书共分九章，对货币和货币制度、金融市场运行机制、金融中介机构体系、中央银行及其调控机制
、商业银行、金融深化与金融创新理论、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理论、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理论等方面
作了详细的分析。
   与第三版相比，第四版作了如下改进：   (1)第三章中增加了本轮金融危机发展过程中的相关金融衍
生产品的内容。
   (2)第五章中增加了我国公开市场操作的介绍；近年中央银行主要货币政策及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发
达国家货币政策发展的新变化。
   (3)第七章中增加了货币供给内生性与外生性的内容。
   (4)第八章中增加了理性预期的货币理论。
   (5)更新和充实了部分数据。
   本书的特点是，内容比较系统完整，涵盖了现代货币金融理论与实践的主要领域和前沿；理论与实
务并重；注意广度与深度结合。
为帮助读者理解与进一步思考所学内容，每章后有内容提要、基本概念及思考题。
   本书适合经济、财经、金融、国际经贸专业师生，以及金融干部和外贸工作者培训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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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庆康，男，1942年1月生。
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1999-2000年任国际金融系系主任，1981-1983年在美国西北大学经济系进修，主攻财政金融，回国后筹
建国际金融专业。
1990年赴香港浸会大学经济系访问讲学。
长期从事“货币银行学”的教学和研究。
著有《现代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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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融抑制的后果  第二节 金融深化    一、金融深化的出发点——“实际货币需求”    二、金融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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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货币的本质　　货币是商品，货币的根源在于商品本身，这是为价值形式发展的历史所证实
了的结论。
但货币不是普通的商品，而是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并体现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
这就是货币的本质的规定。
　　首先，货币是一般等价物。
从货币起源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货币首先是商品，具有商品的共性，即都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都
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
如果货币没有商品的共性，那么它就失去了与其他商品相交换的基础，也就不可能在交换过程中被分
离出来充当一般等价物。
　　然而，货币又是和普通商品不同的特殊商品。
作为一般等价物，它具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货币是表现一切商品价值的材料。
普通商品直接表现出其使用价值，但其价值必须在交换中由另一商品来体现。
货币是以价值的体现物出现的，在商品交换中直接体现商品的价值。
一种商品只要能交换到货币，就使生产它的私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商品的价值得到了体现。
因而，货币就成为商品世界唯一的核算社会劳动的工具。
第二，货币具有直接同所有商品相交换的能力。
普通商品只能以其特定的使用价值去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因而不可能同其他一切商品直接交换。
货币是人们普遍接受的一种商品，是财富的代表，拥有它就意味着能够去换取各种使用价值。
因此，货币成为每个商品生产者所追求的对象，货币也就具有了直接同一切商品相交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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