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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今世界各国都普遍采用纸币流通制度，纸币在商品世界中扮演着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文章回顾了货币流通

规律以及纸币流通规律，包括作为金属货币符号的纸币与作为商品价值符号的现代纸币，从而揭示货币以及纸币流通

规律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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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品流通的发展过程『fI，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既相互对

立，义相互依存．两者是矛盾的统一：它阐明了商品流通小所需

的货币量，这个货币量根据货币在执行流通手段职能时的形态

是金属货币还是纸币又有所小同：以下就分别阐述货币流通规
律和纸币流通规律j

一、货币流通规律

(一)货币流通规律的内涵

在流通于段是金属货币的情况下，货币流通规律可以表述
为：“就一定时问的流通过程来说是：商品价格总额／同名货币

的流通次数=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量。这个规律是普遍适

Hj的。”P表示商品价格总额，v表示同名货币的流通次数，M

表尔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量，则上述公式可简单表示
M=P八7。

在等价交换的前提下，商品的价值总额(w)等于流通小的

货币的价值总额，而流通一lt的货币的价值总额又等于单位货币

的价值(G)×货币量(M)×货币的流通速度(V o公式可表示为

W=G×M×、7，即M=W／(G×V)，|大l此，流通手段量决定于流

通商品的价格总额和货币流通速度的规律还可川义宁表述女¨

下：“已知商-吊价值总额和商-吊肜态变化的平均速度，流通的货

币或货币材料的量决定于货币本身的价值。”

(二J货币流通规律的意义

第一．揭示了商。吊和货币的主从火系：商品流通决定货币

流通，因而不是流通的货币量决定商品的价格，而足商品的价

格决定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量：商品流通是居于第一位的

运动，而货币流通只是居于第二位的运动；先有商品价格待实

现．才需要货币米购买：有多少待实现的价格，就有多少的流通

的货币。

第二，从长期趋势看，货币量是趋于增长的。依据上述的货

币流通规律：M=W／(G×V)，又因为W=P×Q。我们知道，P和G都

-不1I劳动生产率成反比，Q与劳动生产牢成正比。长期趋势看来，

于估计公允价值的估价技术的投入分布于公允价值等级系统

的不同层次。在公允价值等级系统中，公允价值估价的等级的

优先顺序取决于投入在公允价值等级系统中的那一层次是否

具有重大影响。我国新会计准则巾规定会计计量属性体系是以

历史成本为基础，公允价值、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为依

托，并未有类似的划分如果要对公允价值进行等级划分，这与

目前我国的经济环境与会计准则的现状是分不开的：如要划分

其等级必须要提高公允价值在计量属性小的地位。建立“公允

价值计量”准则，扩大公允价值应用范围，加大公允价值应川力

度应该是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在未来一个发展阶段的重要目标和

任务。然而，由于我国目前公允价值理论研究的缺失，无法建立完

善的公允价值计量准则，对公允价值确认、计量的要求及方法散

落于各个具体准则之中，准则之问的差异导致了不一致。在目前

的准则体系下，公允价值计量很难真正做到与国际的接轨。我国

市场尚未完善，某些情况下公允价值仍然比较难取得，针对特殊

情况做出一些特殊安排，如《投资I生房产》准则中的投资性房地产

后续计量是以成本模式和公允价值模式两种作为计量的模式，两

种选择其一，这与相应国际准则中完全采用公允价值模式并不相

同：如果在市场条件成熟的情况下，SFASNO．1 57更具有借鉴意

义。可以预见的是，缺乏统一的公允价值计量准则必然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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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相关准则在具体业务中的有效实施。因此，正如美国财务会

计准则委员会在经过多次的研究讨论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才推

出“公允价借计量”准则一样，我国会计准则制定部门需要对各

项要求公允价值计量的交易和事项的计量指南进行系统研究，

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公允价值计量准则”，这都

是基于对公允价值的多方面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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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牛产率足不断提高的。假定货币的流通速度一定的情况

下．M=(P×Q)／(G×V)，P与G相对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足同比

例的减少．两着的作川可相互抵消。O随着劳动牛产率的提高而

增加：|大I此，M是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断趋于增加。

第=i，南丁货币的流通速度和执行流通丁．段职能的货币量

成反比，则可以川提高货币流通速度来减少流通的货币量，但

是这种替代是有一定的条件：这些经济活动小是在时间和空间

上同时发生的。

二、纸币流通规律

在流通，段足纸币的情况下，火于纸币流通规律在学术界存

在较多的分歧，以下列m三种比较典型的有代表性的三种观点：

第一种．以郭大力为代表，认为纸币流通规律的1人J涵是“纸币

发行量必须限于它象征地代表的金(或银)实际流通的数晕I”，

我国著粥经济学家郭大力认为：“一个为纸币所特有的规

律，单纯地说是：纸币的发行，必须存数量上受到限制：这就是

说，纸币的发行量，必须限制在没有纸币流通时流通中必要的

货币量的范同以内。”他得m的结论是：“纸币流通规律实质上

就是货币流通的规律二”

第二种，以刘光第，焦玉兰等为代表，认为：“纸币流通规律

包括了从纸币代表金币到脱离金币，任意发行．导敛纸币贬值，

物价上涨等一系列的1人J在㈧果联系，而／1i仅仅是指纸币代表金

币的问题．”纸币流通的主要特点足：纸币流通量决定商品价格

总额。

第i种，以樊纪究为代表，}人为：纸币从它落地的那天起，

就“先天不足”。“只要有纸币流通，通货膨胀就不可避免，或者

说，通货膨胀是纸币流通的客观规律!”

根据马克思的货币学说，木人是赞同第一种看法的。首先，

“纸币足金的符号或货币符号。”纸币足从金属货币转化而来

的。最初成为流通下段的总是贵金属，随着交换的发展，金属货

币的存在J亏它的价值实体逐渐分离，最后为价值符号所代替，

这才出现纸币。可见只要流通中的纸币量等于流通中实际需要

的金属货币量，则金属货币规律就适用于纸币。

其次，根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小指出的，李嘉图

由于“把金属货币当作铸币，而把金属铸币当作单纯的价值符

号米理解：于是，依照着价值符号的流通法则，提m丫商品价格

决定于流通中货币量，而不是相反地流通中货币量决定于商品

价格的原理。”

三、现代纸币以及流通规律的再认识

纸币，在以上的论述中，是按照马克思的货币理论。马克思

从劳动价值论m发，在当H寸的历史条件下，给m了最为科学的

回答，即货币是从商品世界中分离出米的同定地充当一般等价

物的特殊商品，纸币是金属货币的符号，从而“纸币流通规律只

能从纸币是金(或银)的代表这种关系If一产生”。在当时的历史

条件下，这种认识是正确，科学的：我们不能苛求马克思在货币

的本质与纸币本质还不较多的闪现的条件下，能够做出超越历

史的回答。

那么现代纸币所代表的价值实体足什么呢?现在说法很

多，例虫¨：“商品复合体价值”、“综合商品价值”、“利：会商品总价

值”，等等：我认为“礼会商·吊总价值”比较明确一些。可以说，整

个货币发展的历史，也正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T．万种商品

价值在纷繁的交换过程-lt各种比例不断形成的历史。金属货币

的历史作刚就在于它促进了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及其价格体

系的形成，从而为纸币与金属货币最终脱钩，f：自我独立地执行

货币职能作用创造必要的条件。

以上是现代纸币“质”的方面，还是“量”的方面呢?根据马

克思的货币流通规律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流通II·货币，它所包

含或代表的价值量同流通中商品含有的价值量永远要求保持

恒等关系。我们可以把马克思的货币流通规律公式还原为价值

流通公式，即：

流通手段代表的价值量=丽通害鐾耕蓄馨器筚骛赫
再把这个公式扩大至纸币流通，则单位纸币所代表的价值

最就足流通r段量代表的价值毋被纸币的实际流通数昼所等

分：现代纸币的流通规律应该表述为：纸币所代表的价值量，以

流通小的利：会商品总价值墨为限：超过了这个限度同样会引起

纸币的贬值．但纸币的贬值仅仅是货币流通规律和现代纸币流

通规律作川的结果，而不足规律木身。

四、货币流通规律和纸币流通规律的关系

纸币流通规律实质上就足货币流通规律：张亦春认为：所

谓两个规律实质上一样，足“指两个规律的皋本要求和方向一

致，它足从货币流通必须与商品流通相适应这个根本点上说

的：”但实质上一样，并不足说两个规律就足一个规律，并不足

所说的那样“两个截然不同的规律变得彼此不分，混为一怵”。

两者是共性与个性，一般与特殊的关系：货币流通规律足各个

币材形态货币流通领域的共同点的概括。它适用于条块金属形

态货币流通、铸币金属形态货币流通、银行券和纸币形态的价

值符口-流通：而纸币流通规律仅仅适用于以纸币为币材的价值

符号流通。货币流通规律“是普遍适用的”．而“纸币流通的特殊

规律”只能是适用于纸币流通这个特殊的领域。“货币流通规律

是总规律，它制约纸币流通规律；纸币流通规律是货币流通规

律派生的规律，它的作用反映货币流通规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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