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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货币是怎样形成的

1、货币的形成是源于社会交换的需要。最初的货币是实物，如小麦、鱼、牛等。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实物货币逐渐不便于交换和储存，于是出现了货
币代替品，如铜钱、纸币等。

2、现代货币是由国家发行的，其价值来源于国家信用背书。货币的形成是历史发
展的必然产物，它有着极其重要的社会经济意义，方便了社会交换，促进了经济发
展和繁荣。

二、货币产生的原因

1、货币产生的原因：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使得交换越来越频繁和复杂
化，这就需要一个交换的中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货币逐渐产生。

2、货币产生的过程：偶然的物物交换、扩大的物物交换、一般等价物的出现、货
币的产生。

三、货币的产生与发展

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这是反映货币本质的概念。货币产生与发
展从这一概念表述中可知，货币首先是商品，但它不是一般的商品，而是特殊商品
。

2、货币的出现是和交换联系在一起的。

历史上曾经有许多物品充当过货币，不同的历史时期使用过不间的支付手段。马克
思从分析商品交换的发展及其有关的大且历史材料中得出科学论断：货币的根耳在
于商品本身二即货币起像于商品。

3、货币产生与发展商品是为交换而生产的劳动产品。

具有使用价值和价优双重月性，从而也枕具有各种表现形式。使用价位的表现形式
，即商品的自然形式；价位的表现形式，只有和其他商品相互交换时才能表现山来
。并在其他商品上相对地表现出来。

随着商品生产的扩大和商品内在矛后的发展。价位形式经历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
从简单到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而在商品交换发展的过程中，价值形式经历了四个
发展阶段，即简单价位形式、扩大价值形式、一般价值形式和货币价值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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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货币的产生过程四阶段

偶然的物物交换指在原始社会未期，产生了人类最初的商品交换，它是在部落双方
都有剩余产品这种极其偶然的情况下发生的，这时的商品交换带有很大的偶然性，
所以叫偶然的物物交换。

随着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物物交换的次数频繁了，参加交换的商品种类也增
加了，这时的商品交换就是扩大的物物交换。

在交易的范围扩大、品种增加时，物物交换就显得非常困难，即使能够成立，也要
耗费过多的人力、物力和时间。交换效率的低下严重阻碍了商品生产的发展。

于是，一般等价物是从商品世界中分离出来作为其他一切商品价值的统一表现的特
殊商品。这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用什么商品充当一般等价物，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不一样，这种情况客观上不利于
商品经济的发展。因为金银自身稀有，而且易分割储存，所以就渐渐将它们固定地
充当一般等价物，货币也就产生了。

五、货币产生的条件

1、人类社会起初并无货币存在。货币是商品交换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分离出来的特
殊商品，是商品交换发展的自然结果。

2、原始社会后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产品在满足生产者自身需要后有了一
些剩余，于是，在原始公社之间出现了最初的实物交换。

3、随着生产的发展，商品交换逐渐变成经常的行为，交换数量日益增多，范围也
日益扩大。但是，直接的物物交换中常会出现商品转让的困难。因为被交换商品必
须对双方都具有使用价值，且商品价值又必须等量。

4、而物物交换不可能永远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必然要求有一个一般等价物作为
交换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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