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行理财网
货币的变迁，简述货币演变的四个阶段

一、货币兑换业与货币经营业的特点

1、货币经营业是由货币兑换业演变来的。

2、货币兑换是指按照一定的汇率将外币现钞、旅行支票兑换成人民币(简称“兑入
”)或者将人民币兑换成外币现钞(简称“兑回”)的一种交易行为。货币兑换业主要
是对不同的货币进行兑换的。

3、货币经营业是指专门从事货币真伪和成色的鉴别、兑换、经营和支付等技术性
活动的行业。它是银行业的先驱，最先从国际贸易中发展起来。因为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地区，使用不同的铸币，在交易过程中就需要鉴别、兑换，这就有了货币兑
换商人和货币兑换业。货币兑换商人接受客户委托，代为保管和支付货币。这时，
货币兑换业演变为货币经营业。

二、资本主义货币体系的演变

1、二战前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以英镑为中心；二战后，英国的经济遭到严重削
弱，美国拥有世界上最雄厚的工业实力和最丰富的黄金储备，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
的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70年代初，日本和欧共体在与美国的经济竞争中占有利
地位，而美国经济发展缓慢，美元再也无法按固定价格兑换黄金，以美元为中心的
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解体。

2、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变化。根据所学知识分析，战后世界经济经历了一个从
以欧洲为中心，向以美国为中心转变的过程，二战后，美国势力膨胀，成为世界经
济发展中心，并建立起了战后世界经济体系，后来到60-70年代资本主义阵营内出
现了三足鼎立的局面，美国的霸主地位受到挑战。

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和各阶段的特征

4、(1)第一个阶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初期到20世纪60年代末，主要是美
国建立了以它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经济体系由
于意识形态的斗争而相互隔绝。

5、(2)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到20世纪80年代末，这一时期，世界经
济格局开始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经济区域集团化也是经济格局多极化的一个表现。

6、(3)第三个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主要是经济全球化发展迅速，两极格
局的瓦解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也有利于国
际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

                                    1 / 4



智行理财网
货币的变迁，简述货币演变的四个阶段

三、货币的流通规律是什么

货币流通规律也叫货币需要量规律，它是指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的商品流通过程中
客观需要的货币量的规律。货币流通规律的内容是:流通中需要的货币量，与待实现
的商品价格总额成正比，与同一单位货币的平均流通速度成反比。这里有关流通中
的货币指金属货币，所以，它也被称为"金属货币流通规律"。

四、货币交换的四种形式

货币最早的形态是实物货币，比如贝壳、羊、兔子等；然后出现了金属货币，具体
有铜钱、镍钱、银元、金币。金属货币是以货真价实的金属作为材料的，金和银都
是稀缺的。随着商品生产和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全部用白银和黄金作为交换的工
具就不够了。

于是就出现了代用货币，进一步发展为今天的信用货币。信用货币就是完全靠国家
的信用来发行的货币，是国家强制发行的货币符号。因为是国家发行的，我们就信
任它，这叫信用货币。

现在还有银行信用卡，叫电子货币。

实物货币是商品价值和货币价值相等的货币。实物货币是人类最早的货币形态。在
人类经济发展史上，各种商品，如米、布、木材、贝壳等，都在不同时期扮演过货
币的角色。但这些实物货币都有其缺点。如体积笨重，不能分割，携带不方便等，
无法充当理想的货币。实物货币是与原始的、落后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随着商品
生产和商品流通速度的扩大，商品交换的发展，货币材料逐渐转到那些适合充当一
般等价物的金属身上，出现了金属货币。

2.金属货币金属货币是指以金属作为货币材料，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货币。由于金属
矿藏的发现、开采以及手工业的发展和熔炼技术的发明，金属在交换中逐步成为主
要对象，从而使金属成为货币材料。金属货币的演化经历了由贱金属到贵金属，由
称量货币到铸币，由私人铸币到国家铸币的演变过程。

货币金属最初是贱金属，多数国家和地区使用的是铜。贱金属与初步发展起来的商
品经济是相适应的，但后来存在货币材料与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争夺原材料的问题
，而且由于价值量的降低，不适应大宗交易。随着贵金属的开采和冶炼技术的提高
，于是币材由铜向银和金过渡。到19世纪上半期，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处于金银复本
位货币制度时期。

金属货币最初是以条块状流通的，每次交易时要称其重量估其成色，这时的货币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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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称量货币。英镑的“镑”，五铢钱的“铢”都是重量单位，从中可以看出称量货
币的踪迹。称量货币在交易中很不方便，难以适应商品生产和交换发展的需要。随
着社会第三次大分工——商人阶层的出现，一些信誉好的商人就在货币金属块上打
上印记，标明其重量和成色，进行流通，于是出现了最初的铸币，即私人铸币。

当商品交换突破区域市场的范围后，金属块的重量和成色就要求有更具权威的证明
，于是国家便开始管理货币，并凭借其政治权力开始铸造货币，于是经国家证明的
、具有规定重量和成色的、铸成一定形状的国家铸币出现了。

金属具有实物货币不可替代的优越性。如：价值比较稳定，质地均匀，易于分割、
保存，体积小、价值大，便于携带等。

中国最早的金属货币是商朝的铜贝。商代在我国历史上也称青铜器时代，当时相当
发达的青铜冶炼业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交易活动的增加。于是，在当时最广泛流通
的贝币由于来源的不稳定而使交易发生不便，人们便寻找更适宜的货币材料，自然
而然集中到青铜上，青铜币应运而生。但这种用青铜制作的金属货币在制作上很粗
糙，设计简单，形状不固定，没有使用单位，在市场上也未达到广泛使用的程度。

由于其外形很像作为货币的贝币，因此人们大都将其称为铜贝。据考古材料分析，
铜贝产生以后，是与贝币同时流通的，铜贝发展到春秋中期，又出现了新的货币形
式，即包金铜贝，它是在普通铜币的外表包一层薄金，既华贵又耐磨。铜贝不仅是
我国最早的金属货币，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货币。

代用货币是在贵金属货币流通的制度下，代替金属货币流通的货币符号。代用货币
的本身价值，低于其货币价值。

五、货币形式不断演变的原因是什么

货币形态演变的内在原因：在人类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为了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和社会的演化而变换的。货币是人类经济生活最重要最核心的因素之一，是用作交
易媒介、储藏价值和记账单位的一种工具，是专门在物资与服务交换中充当等价物
的特殊商品，是人们的商品价值观的物质附属物和符号附属物。以金银为代表的贵
金属作为货币，在人类经济历史中占据了相当长的时间。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都
曾采用贵金属作为货币的主要形态，可以说，在古代世界范围内都是以金银等贵金
属作为主要的价值尺度和流通、储藏、支付手段。扩展资料货币形态的演变过程：

1、经过了漫长的以物易物，我们的祖先逐渐发现受限因素很多，效率低，成本又
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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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随着生产力的提升，人类进入农耕时代，所能生产出的物质资料越来越丰富，
牛羊、贝壳、宝石、盐等不容易大量获取的物品都曾作为“一般等价物”来进行交
易，这些“一般等价物”就成为了原始货币。

3、随着人类冶金技术的提升，货币的形态由此便发生了更迭，开始从牲畜、贝壳
等自然产物过渡到金银铜等贵金属。

4、北宋时期，我国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北宋时期，我国的造纸术、印
刷术领先世界，为纸币的印刷提供了非常坚实的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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