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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价值尺度

1、含义：表现商品价值和衡量商品价值量大小，
把一切商品的价值都表现为一定的货币量。
2、原因：开始的货币本身也是商品具有价值。商
品都是社会劳动的凝结，具有相同的质，而劳动时
间是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
当以一定量货币表现商品的价值时，就成为商品的
价格。价值是价格的基础，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
3、特点：执行价值尺度职能，只需观念上的货币，
即给商品贴上一个价码标签，而可以不需要现实的
货币。所以，几乎没有价值的纸币成为我们现在使
用的货币。 
4、货币的购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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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流通手段

• 1、含义：货币在充当交换媒介时，执行流通手段

• 货币出现前，商品交换采取物物直接交换形式。
W—W，货币产生以后， (W－G)，然后 (G－W)。货
币充当交换活动的媒介物。 

• 货币作为交换的媒介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打破了
直接物物交换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局限性，扩大商
品交换的品种、数量和地域范围，促进了商品交换
和商品生产的发展。

• 2、特点：（1）必须实现的货币。（2）可以是不
足值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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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流通手段

• 3、货币流通规律：马克思将其表述为：
“商品价格总额/同名货币流通速度=执行
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量”，也即：货币流
通量与商品价格总额成正比，与货币流通
速度成反比 M=PQ/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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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贮藏手段

• 在商品交换初期，贮藏货币对商品生产
者而言只是想以货币形式保存自已的剩
余产品 

• 1、含义：货币在退出流通，充当社会
财富的代表时，执行贮藏手段职能。

• 2、特点：

• （1）必须实现的货币。（2）可以是不
足值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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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贮藏手段

• 3、作用（金属货币）：自发地调节市
场货币流通量。

• 当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过多时，物价下跌，需
求减少，多余的金属货币便会自动退出流通而
形成贮藏。

• 当市场货币量不足时，物价提高，货币又会从
贮藏进入流通,使流通过程中的货币量与商品流
通的客观需要量相适应，从而使贮藏成为蓄水
池，自发调节货币流通量。 

• 思索：现实纸币是否有此作用？



在线开放课程

4、支付手段

• 部分商品生产者产生赊销商品的需要。到约定日期
清偿债务时，货币便具有了支付手段的职能。随着
商品交换和信用经济的发展，货币执行支付手段职
能日益普遍，如用于支付地租、租金、工资，缴纳
赋税等等。

• 1、含义：货币作为独立价值形式进行单方面运动时
执行的职能。 

• 2、作用：可减少流通中的货币必要量，促进商品经
济的发展。

• 信用活动由此产生



在线开放课程

5、世界货币

• 1、定义：货币在世界市场上作为一般
等价物发挥作用

• 2、作用：国际间的支付、购买、转移
手段

• 金块、银块的形式。

• 现代信用货币制度下，主要通过国际汇
兑的方式转移购买力。那些在国际上可
以自由兑换成其他国家货币的硬通货来
充当一定意义的国际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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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再见！

世界货币
前四种职能在国内商品流通中得到了充
分发展，才会在国际贸易中发挥职能。

支付手段
商品赊销交易，货币在不再执行流通手段，
只是到约定付款日期才被用于清偿债务。

贮藏手段
货币作为社会财富的一般代表，退出
流通领域作贮藏备用。

流通手段

价值尺度

流通过程中作交换媒介

商品流通前，先由货币表现和衡量其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