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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理解马克思的货币流通规律 ?

李 崇 淮

马克思在论述纸币流通的特殊规律时说过
: “

纸 币流通的特殊规律只能从纸币是金 的 代

表这种关系中产生
。

这一规律简单说来就是
:

纸币的发行限于它象征地代表金 (或银 ) 的实

际流通的数量
。 ”

①不少人 以此来论证人民币必然代表黄金
。

其实
,

这段话是马克思处宁典型

的金币本位时代时说的
。

当时的黄金是社会上普遍使用的货币商品
,

这种本位制度有三大特

点
:

(1 )金币可以自由铸造
; ( 2) 价值符 号可以自由兑现为金币

; ( 3) 黄金可以自由输出与输入
。

当时的纸币和银行券都以一定的含金量为本位
,

代表着一定的金量来表现
、

衡量和实现商品

的价值
。

因此
,

商品流通所需要的金币量是可知的
,

纸币的发行应该代表多少金币量也是可

知的
。

马克思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纸币流通规律 的这种表述是完全正确的
。

今天的情况完全

不同了
。

我国的人民币没有含金量
,

不能兑现为黄金
,

也不用黄金为保证
,

黄金不能流通
,

更不是什么普遍接受的货币商品
。

现在的情况与十九世纪下半叶完全不同了
。

可是
,

他们仍

然用马克思这段话来论证人民币代表黄金
,

.

甚至有人
“

以国家规定的收购价格为基础
,

进而

通过纸币流通规律
,

·

由此推算出人民币的含金量
。

夕② 作者还认为
: “

国家规定不规定人民币的

含金量
,

这是货币制度的问题
,

属于上层建筑
” 。

国家虽然不规定人民币的含金量
,

人民币

仍然是
“

金的符号
,

代表着黄金一定量的价值
,
一

即客观上存在着的含金量
。 ”

这种思想方法
,

令

人难以苟同
。 _ 、 ,

我们知道
,

一种货币的含金量是被用作表现血衡量商品价值的价格标度 (准 ) 的
。

它通

过代表着一定的金的使用价值量来表现一定的价值量
。

在金充当货币商品的条件下
,

一切商

品都是以具有一定含金量的价格标度来表现其价值
,
于是形成以金表示的价格

`
它在观念上

与商品价值处于对立面
,

与商品价值臀髻担呼
,

.

哗粤嘟不万哗
、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

纸币才

是
“

金的符号
” 。

这样
,

以金所表现的商品总价格才是可知的
,

用来实现商品总价格所需要的

金币量才是可知的
,

上述纸币流通规律才起作用
。

一国的价格标度
,

是一国货币制度的最主

要的内容
,

通常都是由法律规定并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的 、 如果国家不规定纸 币单位 的 含 金

量
,

而黄金又不是普遍接受的货币商品
,

它能代表黄金吗 ? 能用间接而又间接的办法来论证纸

币的含金量吗 ? 马克思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

该卒作者以国家收购黄金的价格推算出每元人民

币的含金量为 1八 3克黄金
,

并引用马克界下列的话来证明
: “

可兑换的金银成了以金银命名的

任何纸币的实际价值尺度
,

不管这种纸币在法律上是否兑现
。 ”

③可是
,

这里马克思 明 明 是 说
“

可孕攀的伞犷
,

而现在的金银却是不可兑换的
。

马克思明明是说
“

粤伞银愈冬的母何举币
” ,

而现在的纸币却不是以金银命名的
。

怎么可以这样不加分析地生搬硬套呢? 作者根据国家规

定的对黄金的现行收购价格每克为 13 元推算出每元人 民币的含金量为 1 / 1 3克
,

商品流通所需



要的金币量为商品总价格 又 1 / 1 3克黄金 (含速度 )
。

我们知道
,

这个牌价是 19 8 0年 2 月底实施

的
。

在此以前
,

黄金收购价是每克 3
.

04 元
。

这就是说
,

每元人民币的含金量在一 夜 之 间 由

1 / 3
.

04 克降为 1 / 1 3克
,

即不到原价的 1 / 4
。

我们知道
,

在一夜之间
,

商品总价格是不会有什么

变化的
。

那么
,

按照作者的理论
,

商品流通所需要的金币量 (亦即进入流通的商品总价值 )

在一夜之间
,

就由〔商品总价格
义
1/ 3

.

04 克黄金〕降为 〔商品总价格
x l八 3克黄金〕

。

这怎么可

能呢 ? 作者如何 自圆其说 ?

该文以很长的篇幅来论证人民币的含金量如纸币的特殊流通规律的关系
,

可是最后 却得

出下列公式
:

人民币的币值变动率 =
1 元人民币实际代表 的黄金量

元人 民币按国家黄金收购价格的含金量

商品价格总额 、

令
克

l , J

一 流通中的纸币数量 x 货 币流通速度

= 商品价格总额

流通中的纸币数量 X 货币流通速度

十

鑫克
一 l

1 J

请看
,

人民币的含金量在对 比关系中消失了
,

影响币值稳定的三个因素变成为
:

商品价

格总额
,

流通中的纸币数量如货币流通速度
。

所谓人民币的含金量对币值变化根本不发生任何

作用
。

作者的结论恰恰否定 了作者自己所要论证的东西
。

兜了一个大圈子
,

又回到原来的地

方
,

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

邓小平同志在《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一文中说
: “

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

移到另外的问题上
,

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
,

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
,

在

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
,

这样做
,

不行嘛 1’’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点是从实际出发
,

实事求是
,

理论联系实际
。

如果我们不 问时间
、

地点
、

条件
,

把马克思的话一概照搬
,

这是

马克思主义吗 ?

这不是说
,

马克思关于货币流通规律和纸币流通规律的原理就错 了
,

就过时了
。

马克思

关于货币流通规律和纸币流通规律的原理并没有错
,

也没有过时
。

问题在于
:

我们怎样理解

它们
。

我们不应从字面上来理解它
,

而应从精神实质上
,

从原理原则上来理解它
。

这样
,

我

们就可以举一反三
、

灵活运用
,

而不至于机械地生搬硬套
。

怎样理解马克思的货币流通规律呢?

马克思对于货币流通规律的表述有好几种
,

最基本的表述是
“

流通手段量决定于待实现

的商品价格总额
” 。

④

对这种表述怎样理解呢 ? 马克思说
: “ · · · · ·

一方面单是卖
,

另一方面单是买
。

商品在自己

的价格上 已经等于一定 的想象的货 币量
。

因为这里所考察的直接的流通形式总是使商品和货

币作为物体彼此对立着
,

商品在卖的一极
,

货币在买 的一极
,

所 以
,

商品世界的流通过程所

需要的流通手段量
,

已经由商品总额决定了
。

事实上
,

货币不过是把已经在商品价格总额中

观念地表现出来的金额实在地表现出来
。

因此
,

这两个数额相等是不言而喻的
。 ”

⑤

这段话包含着两层意思
:

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
; 商品交换是按等价原则进行的

。

这样
,

以货币表现的商品价值
,

自然要与和它同等的货币相交换才能实现它的价值
。

这就是说
,

设一本书的价格为 5 元
,

就需要 5 元的货币量来实现它的价值
。

一只手表的

价格为 1 00 元
,

就需要 1 00 元来实现它的价值
。

一夸特小麦价格为 2 镑
, 100 夸特小麦总价格 为

2 00 镑
,

就需要 20 0镑来实现它的价值
。

马克思又说
: “

如果我们再假设每一种商品的价格都县



既定的
,
`

显然
,

商品价格总额就决定于流通中的商品
。 ”

随后他用 1 夸特小麦
、

20 码麻布
,

一

本圣经
、 4加仑烧酒的价格总和推导出商品总价格和所需要的货币流通量

,

由于每枚货币可

以周转多次
,

于是他就得出下列公式
:

商品价格总额 (P 勿
同名货币的流通次数 (V )

并说
: “

这个规律是普遍适用的
。 ”

= 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量 〔M )

的确
,

这个公式应该看作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

即可以适用于任何货币形式
,

不仅适用于

贱金属货币
,

也适用于贵金属货币
,

还适用于纸币
。

设市场上有一万件商品出售
,

每件平均

价格 5元
,

那么
,

需要用来实现这批商品价值量的货币量就是 5万元 (包含支付手段和流通

速度 )
。

这个
“

元
” ,

无论是代表金或银或纸币单位
,

都是一样
。

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

那么
,

为什么马克思又要提出上述纸币流通规律呢 ?

这是因为
:

在金币流通下
,

由于金币本身有价值
,

流通中多余的金币可以退出流通转为

贮藏
。

如流通中货 币量不足
,

它又可由贮藏进入流通
。

这样
,

商品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量基本
上能够和实际上与商品相交换的货币量保持相等

,

不发生费币价值的变化问题
。

但在纸币流

通条件下
,

就不同了
。

纸币没有什么价值
,

它是代表一定价值投入流通的
。

在金币流通条件

下
,

这一定的价值就是它所代表的 , 定含金量的价低
“

因为纸票有强制通用的效力
,

所以

谁也木能阻止国家任意把大量纸票硬塞到流通中去
。

.

”

⑧这样
,

商品流通所需的货币量与实际

进入流通的货币量就不相等
。

于是
,

纸币所代表的实际价值在流通中就发生了变化
,

与它原

先所代表的价值不等
。

马克思说
: “

国家固然可以把所有任意的铸币名称的任意数量的纸票投

入流通少
`

可是它的控制同这个机械动作一起结束
。

价值符号或纸币一经为流通所掌握
,

就受

流通的内在规律的支配
。 ”

⑨这个流通的树在规律是什么呢 ? 马克思说
: “

只要这些纸票确实代

替同者的金翻来流通
,

官勺勿浮匆称尽辱咚移币冰溥夺拿的娜律
。

纸币流通的特殊规律只能

从纸币是金的代表关系中产生
。

这一规律简单说来就是
:

纸币的发行限于它象征
·

地代 表 金

(或银 ) 的实际流通量
。 ”

L又说
: 户

在价值符号的流通中
,

实际货币流通的一切规律都反着表

现出来了
,

颠倒过来了
。

金因为有价值才流通
,

’

而纸票却因为流通才有价值
。

已知商品的交

换价值
,

流通的金量决定于金 自
’

己的价值
。

而纸票的价值却决定于流通的纸票数量
。 ”

⑧

马克思的这些话怎样理解呢 ?
·

简单说来
,

在金本位制度下
,

一切商品都以一定含金量的价格标度来标价的
。

设商品总

价格为一万金币
,

需要一万金币来同它相交换
,

才能实现这批商品的总价值
,

因而需要的流

通手段量就是一万金币 (含流通速度 )
。

纸币投入流通的数量不管多少
,

它的总价值 ( 即它

的实际价值乘上它的数量 ) 必须与这一万金币的价值相等
,

这样才能实现这批商品的总价值
。

如果纸币单位 的名义价值与金币相等
,

而它投入流通的数量也是一万单位
,

那么
,

它的实际

价值就与名义价值相等
。

如果投入流通的纸币为两万单位
,

那么它的实际价值就降为名义价

值的一半
。

以此类推
。 -

由于当时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金本位时代
、

,

当时的纸币都律定有一定的含金量
,

是金的

符号
。

马克思就纸币同金的关系来论述纸市流通规律
,

是很自然的
。

马克思在论述上述纸币

流通规律时特别抬出
: “

只要这些纸票确实代替同名的金颧来流通
, … ,

*.. 可是现在纸 币 却 不

是炸弩嘟冬的伞攀来流通
,

怎能照搬呢 ? 今天我们如果要正确理解这一规律的普遍含义
,

就

有必要将这一规律放在货币流通一般规律的基础上来理解
,

把它看成是货币流通规律在纸币

作为金的狩号的条件下的特殊表规
。

、 。 ·
`



为此
,

我们就有必要把单位货币所代表的价值 (动 这一概念引进到马克思的货币流 通 公

式中去
,

并说明它的变化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
。

找出这种变化的规律性来
,

我们就把纸币

流通规律从纸币代表金的条件下解放出来
,

并赋予它以普遍的意义
。

设商品价值为 C
,

商品数量为 Q
,

物价水平为 P
,

则商品总价值为 C Q
,

商品总价格为 P Q
。

由于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
,

则单位货币价值同商品总价值和商品总价格 的 关 系 为
:

C Q / u 二 P Q
,

于是
,

每单位货币的价值件
二
商品总价值 /商品总价格 二 C Q / P Q

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币值或单位货币对商品的购买力
。

也就是每单位货币所代表的商

品价值
。

我称它为
“

商品总价值的等分值
” 。

L

按照马克思的货币流通规律用来实现这批商品总价格的货币量应该是 M V
,

亦 即 P Q =

M V
,

于是件
“ C Q / P Q = C Q / M V

。

这种关系适用于任何货币形式
。

由于商品流通是一个川流不息的长河
,

为了进一步说明

有关变量之间的关系
,

有必要将以上公式再就两个不 同时点来观察
。

设商品流通在原先时点 1 的几个变量为林
1 ,

C
, ,

Q
: ,

P
, ,

M
, ,

V
, ,

则商品总价值为 C
I

Q
; ,

商品

总价格为 P
;

Q
; ,

需要实现这批商品总价值的货币量为 M
,
V

: 。

按照等价交换原则
,

卜; x IP Q
, = C

;

Q
, 二 协 ; x M

,
V

,
(相对价值形式 的商品价值

二 等价形式的货币价值 )

这就是说
,

需要具有价值
u :

的M
,
V

l

货币量来实现这批商品的总价值
。

但在投入流通 之

后
,

假定商品总价值未变
,

而进入流通的货币量变了
,

由M
;
V

,

~ M
:
V

: ,

按照等价交换原则
,

在新时点上与这批商品相交换的货币价值仍应与这批商品的总价值相等
,

即
:

林:

M
Z
V

: “ C
,

Q
, 二 协 ,

M
,
V

,

亦即
u : “ u , x M

;
V

,

/M
z
V

:

这个公式适用于一切货币形式
。

在金币流通条件下
,

由于金币本身有价值
,

多余的可以
-

退为储藏
,

它的价值在两个时点上是一样的
,

亦即 协: = 件: ,

所以 M
:
V

: = M
,
V

: 。

我想这可能

就是马克思在当时条件下没有将单位货币价值的概念引进货币流通规律的主要原因
。

在纸币
「

作为金的符号进入流通的条件下
,

前引马克思对纸币流通规律的表述
,

就可理解为
: u ;

M
;
V

, =

商品流通所需要 的 金 币量
, u Z

M
:
V

: 二 纸币的发行量 (或供给量 )
,

而这两者是应该相等的
。

即 u :

M
:
V

: 二 u ,

M
:
V

, 。

这就是说
,

在
u ;

M , V
:

为既定的条件下
, “

流通的纸票价值完全决定于

它自身 的量
。 ”

L 也就是
,

纸票价值与它的数量成反比关系
。

这就是马克思在纸币作为金的符

号的条件下所闸述的纸币流通规律的具体含义
。

也就是马克思的货币流通规律在纸 币代表金

币的条件下的具体表现
。 :

现在纸币不代表黄金了
,
一

但
u :

M
:
V

: = u ,

M
I
V

I

的关系仍然存在
。

我们对这个公式应该理

解为
:

在商品总价值不变的情况下
,

在后一时点上进入流通的纸币总价值量仍然应该与前一

时点上的商品流通所需要的同名货币的总价值量是相等的
。

这样
,

在其他条件不变 的 情 况

下
,

纸 币价值的变化仍然决定它本身数量的 变 化
。

设 u ,

M
,
V

, 二 10 0 万元
,

如 M拼
: ` 2 00

万元
,

则 u : 二 ul / 2
。

在这里
,

纸币是否代表 黄 金
,

代表多少黄金
,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

于

是纸币流通规律就从
“

纸代表金
”

的条件下解放出来而成为带有普遍意义的规律了
。

这样
,

纸

币流通规律就可表达为
:

纸币的流通量 (或供给量 ) (含速度 ) 应与商品流通中 (或广 义 地
,

国民经济发展 )所需要的同名货币量 (含速度 ) 相适应
,

超过或不及
,

就会引起纸币价值 的 变

化
,

从而发生物价涨跌的现象
。

那么
,

纸币价值的变化对商品价格的变化是怎样影响的呢 ?

根据前引公式
: u 二 C Q / P Q

,

前一时点上 的 u , 二 C
:

Q
,

/ P
:

Q
:



后一时点上的
u : 二 C

Z

Q扩p Z

Q ` 假定商品价值和商品总量不变
,

即 C
Z

Q
: = C

:

Q
工

和 Q
: = Q

:

由于 u :

/ u : 二 p ,

Q
:

/ p
Z

Q
: 二 M

,
V , / M

Z
V

: 。

于是 p : 二 ( u :

/ u Z
) p ; 二 (M

Z
V

Z

/ M
,
V

;
) p ,

如果进入流通的商品总价值不变
,

与其相交换的货币量 (含速度 )增加一倍
,

则币值跌落

一半
,

而物价水平也将上涨一倍
。

这样
,

即使在流通之始
,

纸币代表的价值不知道
,

但两个

时点之间变化的幅度是可知的
。

因而物价指数也就成为衡量这种变化幅度的标尺了
。

于是
u 二 C Q / p Q = C Q / M V 这个公式就把马克思的货币流通规律公式化了

,

普遍化了
。

根据这个公式
,

我们可以按照有关变量之间的相互的关系来制定正确的货币政策
。

譬如
,

假

定其他因素不变
,

( l) 如果生产发展
,

C Q 增加
,

而 M V 以同一比例增加
,

则 u
不变

,

而纸

币单位所表示的价格水平也就不变
。

( 2) 如果 C Q 增加
,

而 M V 不变
,

或 M V 增加的幅 度

不及 CQ增加的幅度
,

则 u
将升值

,

物价水平将相应下降
。

(3 ) 如果 C Q 不变而 M V 增加
,

或者

C Q 增加但 M V 增加的幅度超过 C Q 增加的速度
,

则 u 相应贬值
,

而物价水平也就相应上升
。

因此
,

如果国家要维持稳定的物价水平
,

就得维持纸 币每单位所代表的价值不变
,

就是

要维持 c Q 和 M v 的对比关系不变
,

也就是要使纸币流通量和商品总价值相适应
。

这就是国

家在纸币流通条件下赖以制定的正确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
。

这里
,

我们所讨论的仅限于整个社会的 c Q 和 M v 的对比关系
。

至于 M 和 V 的各 自变

化和相互关系
,

这里略而不论
。

又各类商品由于产量
、

劳动生产率和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引起

的价格结构和社会必要劳动量分配比例的变化 (亦那 c Q 的分别变化 )这里也从略
。

我国建国以来对于控 制货币流通量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并稳定物价还是重视的
。

过去
.

的经验数据
、

即货币流通量对社会商品另售额要保持 1
一

: 8 5 (或 8 ) 的比例
,
一

正是根据这种蓬论

和实际经验得出的
,

根本与金币流通规律无关
。

不过
,

这几年情况变了
。

由于 ( 1) 农村经济

发展很快
,

需要大量现金周转
。

( 2》 工商
、

交通
、

特别是第三产业 的发展需要增加 不 少 货

币
。

( 3) 过去由转账形式进行调拨的部分生声资料投入市场
。

( 4) 人民的收入普遍提高了
,

等等
。

因而对货币需要量大大增加了
。 。

因此
,

现在的货币流通量如何计算
,

需要重新研究
。

这里要指出的是
:

马克思所阐明的货币流通规律与资产阶级的货市数量说是有根本区别

的
,

其主要区别在于
:

l( ) 后者否是货币 (含金属货币 ) 的内在价值
:

认为货币不是先有价值

而后进入流通
,

无论是金币还是纸币犷它的价值是在流通中形成的
,

是由它的数量决定的
。

(2) 写克思认为金属货币是有内在价值的
,

是先有价值而后进入流通的
。

纸币虽然没有价值
,

但在进入流通之始
,

也是代表一定的价值
,

不过这种价值是名 义 上的
,

它的 实际 值 价 是

在流通 中形成的
。

( 3) 资产阶级货币数量说认为
:

商品 总价格是 由货币数量来决定的
。

无

论是金属货币或纸币条件下都是如此
。

马克思认为
,

是商品总价格决定货币流通量
,

而不是

相反
。

在金属货币流通的条件下
,

多余的货 币可 以退出流通
、

转为贮藏
。

但在纸币流通条件

卞
,

纸币数量超过流通的需要
,

就会引起物价上涨
,

但这是通过纸币的贬值反映到物价上面

去
,

而不是直接 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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