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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流通机制(货币流通体系)

一、货币的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的区别是什么

1、含义不同：货币充当商品交换媒介的职能，叫做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货币被
用来清偿债务或支付赋税、租金、工资等，就是货币支付手段的职能。

2、产生的背景不同：流通手段是在货币出现以后，货币成了商品交换的媒介；支
付手段是随着赊帐买卖的产生而出现的，在赊销和赊购中，货币被用来支付债务的
。

3、两者购买的对象不同：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购买的主要是实体的商品；作为
支付手段的货币，购买的主要是服务。

4、两者货币交付的时间和空间不同：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在购买商品是，一般
都是一次性交付，即“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在购买商品
或服务时，可以是分次交付的，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可以分开的。或先交钱，后服务
；或先服务，后交钱。总而言之，区别流通手段-与支付手段的最好方法，就是流通
手段通常指买实物；而支付手段指的是在赊账、租赁、贷款中货币所行使的职能。

二、货币的流通性

货币市场的流动性就是货币流动性，是指货币在市场上的投放量。货币在流通过程
中不发生损失的情况下迅速变现的能力比如商业银行经营的存贷款业务，就要求银
行流动性较好，不然会发生挤兑等现象。货币流通是指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
段在经济活动中所形成的连续不断的收支运动货币流通，在商品流通过程中，货币
不断在卖主和买主之间转手，这种连续不断的货币转手，便形成一个与商品流通W
—G—W相伴随的货币流通G—W—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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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有什么区别

1、职能不同流通手段的职能是货币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即购买手段的职能。支
付手段则不同，它是货币在商品赊购赊销过程中的延期支付以及用于清偿债务，支
付赋税、租金、工资等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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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特点不同流通手段主要特点是在商品买卖中，商品的交换和货币交换在同一时
间内完成，通俗地说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支付手段其主要特点是在商品买卖或
租赁等活动中，使用价值或商品使用权的让渡与价值的让渡在时间上是分开的——
或延期支付，或提前预支。

3、购买的对象不同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购买的主要是实体的商品。作为支付手
段的货币，购买的主要是服务。

五、货币是怎样发行及流通的

1、货币发行是一定时间内从央行进入流通领域的货币减掉回流到央行的货币的差
额。国家授权发行货币的银行将货币从发行基金保管库调拨给银行业务库，并通过
它向流通界投放货币的活动。货币发行有两重涵义：一是货币从中央银行的发行库
通过各家银行的业务库流向社会，二是货币从央行流出的数量大于流入的数量。是
中央银行重要的负债。货币发行就其性质来说，可以分为经济发行和财政发行。经
济发行是为了满足商品流通的需要而发行的货币。这种发行是符合货币流通规律要
求的，因此，它既能满足国民经济需要，又能保持币值稳定。财政发行是为弥补财
政赤字（见财政收支）而发行的货币。这种发行超过商品流通的实际需要，往往会
导致通货膨胀。

2、货币流通是指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在经济活动中所形成的连续不断的
收支运动。在商品流通过程中，货币不断在卖主和买主之间转手，这种连续不断的
货币转手，便形成一个与商品流通W—G—W相伴随的货币流通G—W—G。社会
上的货币流通量是由货币发行和流通两个环节共同决定的。通常发行是由国家控制
，流通主要是通过银行进行。银行在开展住房按揭贷款等业务时可以创造出大量流
通货币，这是现代金融体系运转的一个基本原理。在高效率的金融体系当中，国家
只要发行/回收少量的基础货币，就可以通过银行的信用扩张来增加/缩减大量的社
会流通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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