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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金融学作为独立的分支学科是在当代才出现的，但对金融的研究却由来已久。
从亚当·斯密开始的古典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凯恩斯主义者和现代许多的经济学家都把
货币与金融作为他们研究的中心。
《货币金融政治经济学》的两位作者，日本国学院大学的伊藤·诚和伦敦大学的考斯达斯·拉帕维查
斯，比较深人地对经济学说发展史上比较有影响与代表性的货币与金融理论进行了介绍分析与评价。
在此基础上，《货币金融政治经济学》重新考察了货币的历史与逻辑起源，讨论了生息资本和信用体
系的性质及其产生的条件，同时还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同货币与金融的关系。
金融不稳定性及其影响等问题，最后探讨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货币与信用。
这是一部比较全面地讨论经济学各流派有关货币与金融理论的专著，在经济学研究日益深人的今天，
在经济体制改革与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人的中国，这部书的出版还是比较有意义的。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货币金融政治经济学>>

作者简介

作者：(日本)伊藤·诚 考斯达斯·拉帕维查斯(Lapavitsas.C.) 译者：孙刚 戴淑艳伊藤·诚，Kokugakuin
大学经济学教授。
他是东京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并曾任教于纽约大学社会研究学院，Thammasat Universityin Bangkok，剑
桥大学，伦敦大学，曼尼托大学，约克大学，悉尼大学等许多所大学。
其著作有：《价值与危机》、《资本主义原理》、《世界经济危机与日本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
日文著作有：《信用与危机》《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
考斯达斯·拉帕维查斯，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经济学讲师。
主要研究日本问题，特别是日本的金融。
他还在东京大学兼任教职。
曾以英文、日文和希腊文发表过一些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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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如果世界上所有的货币都是由金属构成的，在均衡点，每一个国家都必须使“必要”
的货币量同交换领域保持一致。
所以，李嘉图认为，“必要”的货币量是由货币价值、商品价值和流通速度来决定的，它不允许在均
衡状态下，货币内在价值与商品的内在价值之间的交换比率存在着不一致。
另外，如果全球都处在均衡的状态下，货币与商品的内在价值也将普遍存在。
这样，国家之间交换货币的经济动机也就不存在了，国际间的交换将仅仅涉及商品的流动。
国际均衡是贸易均衡，贸易实际上是商品同商品的交换。
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对均衡的冲击，例如新的金矿的发现、银行印制更多的货币，就会带来一系列更
为复杂的事件。
根据休谟的假设，国内货币数量的上升，在开始阶段会降低相对商品的货币价格。
由于货币金属的内在价值在世界范围保持不变，所以，为了能够获得利益，金块会被出口到国外，硬
币所有者可以将其熔化为金块，并输往国外，这种行为会造成本国外贸赤字，降低本币对外币的交换
比率。
然而，这还会导致国内货币数量的减少，并将渐渐地重新实现均衡：货币相对于商品的价值再度同货
币的内在价值相一致。
如果流通中的货币量少于“必要”的货币量，相反的情况就会发生。
纸币（李嘉图并没有区分银行发行的纸币与国家发行的纸币），只要它可以完全地兑换成黄金，就不
会影响这一自动机制。
如果最初的冲击产生于银行增发的纸币，纸币的所有者可以直接把它们兑换成硬币，然后将其熔化，
输出国外。
然而，不可兑换货币的情况确并非如此。
这种货币的增加会把硬币驱逐出流通领域，并导致货币兑换商品比率的扩大，永远低于货币金属的内
在价值。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货币金融政治经济学>>

编辑推荐

《货币金融政治经济学》是当代西方政治经济学译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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