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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
‘

简 的 货 币 理 论

叶世昌

一 彼悯在中国近代货币理论史上的地

位

西方的货币理论在清朝的洋务运动时期

世纪 一 年代 开始传入中国
。

甲午

战争前出版的同货币理论有关的译著只有三

种 一
、

《富国策 》
,

英国福西特
· ,

当时译为法斯德 原著
,

同文馆副教习汪风

藻翻译
,

光绪六年 。年 出版 书名直

译应为 政治经济学提 要 》

二
、

富国养民策 》
,

英国边际效用学派的创始人杰文斯
·

,

当时译为暂文斯 原著
,

英国传教

士艾约瑟
·

翻译
,

光绪十二年出

版
。

书名直译应为《 政 治 经 济 学 入 门 》
、

三
、

《佐治当言 》
,

英国传教士傅兰雅
·

口译
,

应祖锡笔述
,

出版的确切年份不详
,

估计于 甲午战争前出版 梁启超于光绪二十

二年编的《西学书目表 》中已有此书
。

这

三种书都不是货币学专著
,

其中的货币理论

都不系统
。

甲午战争后出版的西方经济 学 著 作 大

增
,

有译本
,

也有中国学者自编的
。

大量出

版是在光绪二十八年以后
,

二十七年以前出

版的为数甚少
。

光绪二十三年出版英人布来

德 英文名不详 原著
、

傅兰雅 口译
、

徐家

宝笔述的《保富述要 》
。

这是一部通俗的西

方货币银行学著作
,

但内容很不完整
。

光绪

二十七至二十八年陆续 出版严复翻译的《原

富 》
。

众所周知
,

它的原本是亚当
·

斯密的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
。

原著和

严复所加的按语中都有货币理论
,

由于不是

货币学专著
,

内容也不很多
。

光 绪 二 十 七

年
,

钱询出版了《财政四纲 》
。

钱询
,

又名学嘉
,

字念动
,

号颐步生
,

浙江吴兴 治所在今湖州 人
。

光绪十六年

随出使英
、

法
、

意
、

比四国大臣 薛 福 成 出

国
。

二十四年任湖北留日学生监衡
。

三十一

年任赴东西洋考察宪政大 臣参赞官
。

三十三

年任出使荷兰大 臣
。

次年任出使 意 大 利 大

臣
,

宣统元年 年 召回
。

辛亥革命后

曾任参政院参政
,

北京大学名誉篆辑员
。

著

作还有《天一阁见存书目 》
、

《光绪通商综

核表 》等
。

《财政四纲 是钱询于光绪二十七年在

日本所作
。

他在《 自序 》中说
“

询不通东

邦 文 字
,

不 能 识其深且精者
,

仅就学生所

述录其四纲
。 ”

四纲是指租税
、

货币
、

银行
、

国债
,

依次分为四券
。

从内容的详细而系统

来看
,

本书可能仅根据学生的口述写成
,

一

定是抄录其笔记或讲义
。

因此性质相当于译

著
。

但钱询总是本书的编写者
,

所以仍可把

书中的理论归于他的名下
。

钱拘在《自序 》中还指出
“

国家欲为

人 民谋治安
,

其所用以致此治安者
,

非财不

为功
。

财所由来
,

不取于民而谁取耶 然苟

不穷致其理
,

有以曲顺乎人情
,

则 苛 钦 固

非
,

薄教亦未必是也
。

宜学者于 此 三 致 意

焉
。

⋯ ⋯国家理财要策
,

大约不 出此四纲
,

殆亦谈财政者所急欲闻者也
。 ”

希望 当政者

能了解西方的财政金融理论以提 高 理 财 水

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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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四纲 》中的《货币 》卷 及 《 银

行 》卷的一部分涉及了货币学原理的各主要

方面
,

它是中国出版的第一部内容比较完整

的货币学著作
。

钱询在中国近代货币理论史

上的地位就在于他是这一著作的作者
。

二 关于金月货币的主要理论

钱询将货币的产生和演进过程分为几个

不同的时代
。

一是佃猎时代
。

这是人群最幼

稚的时代
,

以打猎为营生
,

就以猎获物相交

换
。

这种交换是
“

直接交换
” ,

即 物 物 交

换
。

因兽肉易腐败
,

于是有改为用兽皮交换

的
。

二是牧畜时代
。

常以牛羊为货币
。

后来

逐渐发展到以贝壳及宝石
、

文彩等为货币
。

三是耕作时代
。

以收获的谷物为货币
。 “

自

此而稍进
,

则用铁
、

铝
、

锡等诸种不甚贵重

之金属
”

为货币
。

但上述各种货物
“

或携带

不便
,

或毁损太易
,

或时价易于高低
,

不足

为兑换标准
” ,

因此又发展 到 以 金 银为货

币 ①金银货币还不是货币发展的终结
,

钱

询又指出
‘

迫乎交易日繁
,

专感信用
,

尤

取轻便 有此感念
,

虽以硬货货币之简
,

而

尚赚其物质重滞
,

于是而用纯乎价格交换之

良法
,

有手形 支票 焉
,

有纸币焉
,

凡以

日趋简且便而已
。 ”

②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

出
,

钱询认为货币是伴随商品交换的发展而

逐步改变其形式的
。

但他把货币的产生归之

于
“

理财家
”

的创造
“

理财家窥甲与乙直

接交换断不适应
,

乃造一第三丙物
,

以为甲

乙二者之媒介
,

而货币出焉
。 ’ ⑧这和中国

古代将货币归之于
“

圣人
”

的创造是 同样的

错误
。

钱询称货币职能为货币的作用
,

共有四

种 交换之媒介
,

价值之尺度
,

贷 借 之 标

位
,

价值之贮藏 《原富 》中提到的货币职

能为愁迁易中 流通手段 和物值通量 价

值尺度
。

在中国
,

指出货币职能有四的第

一个人是钱询
。

关于交换之媒介
,

钱悯说
“

大凡人所

以欲得货币者
,

必非以黄白颜色可爱
,

而以

一切耳目口鼻所需要物品
,

非先持有一种证

券
,

则不能取为我用
。

故人莫不劳心力以冀

取此证券
。

黄白物即证券也
,

而黄白物即以

人取之劳而贵矣
。 ”

也就是说 货币是可以

用来换取商品的证券
,

为了取得商品
,

必先

要获得货币
。

他又说
“

然非谓贵之权即操

于黄白物之货币
,

而实以劳心劳力价格之贵

残
,

取准于黄白物货币
,

而使之代表也
。 ”

认为货币之所以贵重
,

不在于金银本身
,

而

在于人们用它来代表所耗费的脑力和体力劳

动的多少
。

金银成为货币
,

成为人们的普遍

追求对象
,

的确是因为它代表了 人 类 的 劳

动
。

钱询的这一认识是很深刻的
。

当然他还

不可能认识金银为什么能成为货币
,

成为人

类抽象劳动的代表
。

这只有马克思主义的货

币理论才能予以正确的说明
。

在解释价值尺度职能时
,

钱询说
“

倘

物品而未有尺度
,

尚无以为正当之交易
。

⋯

⋯欲定价格之实位
,

不可不先设 尺 度 之 比

例
,

如一元当一尺或两元当一尺之类
。

而尺

寸与价格之位数
,

遂为一种 自然 配 当 之 通

则
,

而长短焉
,

而多少焉
,

而贵贱焉
。 ”

④

这段文字是说
,

货币要执行价值尺度职能
,

必须有一个货币单位一价格标准以便计算
。

但他没有分清价值尺度和价格标准的区别
,

以为两者是一回事
。

“

贷借之标位
”

把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限

于借贷
,

未免过狭
。

至于贮藏手段职能
,

钱

询认为
,

金银货币价值大
,

容量小
,

又便于

世间通用
,

故最宜于贮藏
。

对货币材料的要求
,

钱询指 出 要 具 备
“

七大性质
” “

第一
,

从众人之公好
。

第

二
,

计运擞之便利
。

第三
,

无毁 损 磨 灭 之

度
。

第四
,

取同质合样之宜
。

第五
,

割算分

配之便 第六
,

价值变更之少
。

第七
,

质样

认识之易
。 ’ “

金银最具备这七 大 性 质
“

稚彼金银
,

独归至当
,

即今日各种本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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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嚣于世界
,

而究不能夺此种金 属 之 一 座

也
。 ”

⑤

钱询对货币价值的认识比较混乱
。

前面

提到他认为金银货币是人类劳动 耗 费 的 代

表
,

但没有指出金银货币的价值如何决定

他肯定金银是有价值的
,

但又认为金银货币

的价值来源于交换
。

他说
“

货币价值与物

品价值相关
,

骤观似物品价因货币价而定
,

以货币价值有购买物品之力也
,

于交换上有

势力也
。

抑知物品价值亦转有驹 得 货 币 之

力
,

是货币遇物品而始得为有价值
,

否则货

币亦仅具价值之空名矣
。 ”

⑥
“

彼金银亦由

人 民之惯习信用
,

喜好利便
,

而用以为货币

耳 设一旦世风转移
,

移其向之信用喜好于

金银者而属于他物
,

则金银亦 自消 灭 其 价

值
” 。

货币因交换而有价值
,

金银不作为

货币则本身的价值也不存在
。

这样就否定了

金银本身的价值
,

同他所说的货币七大性质

中的第六条发生了矛盾
。

在《货币流通法则 》中
,

钱询简要地介

绍了格雷欣 法 则 他说
”

世 所 传格累显

姆法理者
,

原本于希腊二千年前一哲学家
。

至千五百余年间
,

英国富商托马司
·

格累显

姆 五 者大加发明
,

谓凡 良货与恶货通行时
,

良货必为恶货所逐

云
。 ”

格雷欣法则又称
“

恶 劣 币驱逐 良

币法则
” 。

格雷 欣 是英 国十 六世纪伊丽莎

白女王的官员
。

他发现当时英国成色减低的

新币充斥于市
,

因此向女王奏明恶币驱逐 良

币的道理
,

指出这是由于亨利八世 一

年在位 以来铸造恶币的结果
,

应进行

币制改革
。

英国经济学家麦克劳德
· ·

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 一书 中

予以命名
。

钱询所说的希腊哲学家是阿里斯

托芬
,

他已经在著作中对

恶币驱逐 良币现象有所揭示
。

钱询将本位制度分为单本位制
、

复本位

制和合本位制
。

单本位制包括金
、

银
、

铜
、

铁四种
。

复本位制有金银
、

银铜
、

金银铜复

本位制
。

关于金银复本位
,

他主要是介绍了
‘

依法律定金银之比价
” ⑧的两本位制

,

而

对金银无法定比价的并行本位制则只是佣尔

提及
。

关于合本位制
,

钱询说
“

合 本 位 制

者
,

以法定货币为正用
,

而更以他类之货币

为补助货
。

法定货者如金银
,

其他补助货者

如铜及白铜
,

是复本位制而兼合 本 位 制 者

也
。 ”

⑧从这定义中不难看出
,

所谓合本位

制就是复本位制或单本位制
,

因为任何一种

复本位制或单本位制都必须有其他金属为辅

币
,

故也都是合本位制
。

如英国币制
,

钱询

既说
“

真金本位者
,

厥惟英国
” ,

又说英

国
“

实行此合本位制
” ,

自相矛盾
。

所谓

只有英国实行真金本位
,

是因为其他金本位

制国家还流通代表金本位的银币 以是否流

通银币来定是否实行金本位制
,

也是不正确

的
。

在金本位制国家
,

流通的银币不过是金

币的价值符号
。

三 关于纸币的主婆理论

前已提到
,

钱询认为使用纸币是货币发

展的必然结果
。

他指出纸币代替金属货币的

原因有四 第一
,

轻便
。

第二
,

可以节省利

息和增殖资本
。 “

市上往还交易概用纸币
,

其金货实质可以别为资本
。

是腾 出 实 质 货

币
,

仍可生一边利子
。 ”

第三
,

比硬币安全

而少危险
。 “

当未有纸币时
,

世人拥有硬货

者
,

必藏以坚屋
,

守以忠仆
。

英国银行之起

原
,

⋯⋯亦为保藏安全而起
”

纸币便于保

藏
。

第四
,

使硬币免于摩擦损毁
。

钱询又指出交换纸币 兑现纸币 的流

通有三利 一
、

轻便
。

二
、

可以增加通货
。

三
、

有伸缩力
。

对于第三利
,

钱询认为有利

亦有弊
。

他着重介绍了银行主义和通货主义

对这一问题的对立观点
。

他赞成通货主义的

观点
,

下结论说
“

通货论如此
,

银行论如

彼
,

似通货论较合情理
。

彼银行主义主张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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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补济之利益
,

然而起投机
,

乱财界
,

衰贸

易
,

纸币增发策不能辞其咎
。 ”

不过他还不

可能对两派理论有深刻的了解
。

对于不换纸币 不兑现纸币
,

钱询指

出 苟巧为伸缩
,

维持其名目价值
,

于国用

亦不少便利
” 。

但是利起弊随
,

他归纳为五

条
,

主要是 以下三条 第一
,

不能如金银货

币那样受到夭然限制
, “

二倍三倍
,

一由人

意
” 。

第二
,

一遇有意外开支
,

就会增发
。

“

盖增赋租税
,

行之甚难
,

而 以纸币捺官印

发之则甚易
。

倘执政者贪此便利策
,

则必陷

国民于涂炭矣
。 ”

第三
,

一有增发
,

以后遂

不能停止
。

纸币不能出国境
,

增发的都
“

沉

滞于国中
,

物价 日益腾贵
。

政府欲减色其财

力
,

而复为增发
,

于是而靡所底止矣
。 ”

钱询特别强调了增发不换纸币对劳动人

民的祸害
。

他说
“

其被害最大者
,

实在于

职人工夫之类
,

所谓劳动社会是也
。

劳动社

会
,

其受货币之利甚多
,

其受 纸 币之 害 亦

甚酷 此辈以力役为价值而度其生计
,

一旦

纸币价值之激变
,

朝暮异状
,

则劳银之刽合

比例
,

必致耗蚀不可胜计
。

此时惟投机

之奸商网一切之利
,

而劳动自营辈不能渔利

于他人
,

适足为众人之饵食
。

由是 穷 迫 困

难
,

激而思变
,

政治 上 亦 及 影响
。

所 以哲

学家比纸币为苛税虐政之害也
”

他警告当

局要认真对待
, “

未可专运财政巧策
,

而不

察社会之影响也
” 。

在《银行 》卷
,

钱询又列有《银行纸币

及发行法 》一节
。

其中介绍了杰文斯 书中

译为齐朋司 关于纸币发行的分类
,

计有以

下十四种 总额准备法 十足现金准备
、

分类 额 准备法 一定数量的纸币不需要

现金准备
,

超过部分则要现金准备
、

最少

额准备法 规定现金准备的最低额
、

比例

准备法
、

发行最高额制限法
、

伸 缩 发 行 法

可超过最高发行额
,

超过部分要纳税
、

证券准备法
、

不动产准备法
、

外 国 兑 换 法

发行数量随外汇顺逆情况而定
、

自由发行

法
、

金纸同价法 法币和金属货 币 保 持 同

价
、

税金还纳法 不兑现纸币可 以纳税
、

交换延迟法 预约几年后兑现
、

不交换法

不兑现纸币
。

对于这十四种发行法
,

钱

询指出
“

自第一至第十之各法中
,

莫不利

害迭出
,

不能断定何为至善
。

据近 日财政家

意见
,

以分额准备法与伸缩制限法 即伸缩

发行法 互用为宜
。 ”

这些发行法也是第一

次被介绍到中国来
。

当时中国一般还停留在

有多少现银才可以发行多少纸币的朴素认识

上
。

注释

①本段以上引文均见《财政四纲
·

货币
·

世界

古代货币 》
。

以下《财政四纲 》引文只注小标题
。

②⑦《纸币 》
。

⑧《货币之作用 》
。

④以上两段引文均见《货币之作用 》
。

⑤《货币之物质 》
。

⑧⑩《货币本位 》
。

⑧⑨ 《货币之制度 》
。

以上四段引文均见《纸币 》
。

资任编辑 傅殷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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