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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货币形式的发展与货币管理的革命

———兼谈电子货币的发行与管理

赵何敏

　　摘要 : 货币是社会公共财产与私人商品的对立统一体。货币的内在矛盾既决定了货币管理的必要

性 ,也推动了货币形式的演变 ,进而推动了货币管理方式的发展。电子货币作为一种新型的货币形式 ,要

求有与之相适应的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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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作为一种受历史演变支配的十分复杂的社会体制 ,

在人类经济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它的变化过程既

是经济发展的必然 ,又对确定经济增长的方式具有重要的影

响。货币作为商品经济的产物 ,在经济运行中充当价值尺

度、流通手段与支付媒介 ,其形式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演

变 ,随着经济信用化程度的提高而多样化。货币形式的发展

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货币内在的矛盾运动 ,而平衡货币的内

在矛盾构成了不同经济时期货币管理的核心。只要存在商

品货币经济 ,货币的内在矛盾运动就不会停止 ,新的货币形

式会不断产生 ,从而打破已有的货币管理模式 ,推动货币管

理的变迁与革命。

一、货币内在的矛盾性与货币管理的必要性

货币形式的发展与货币管理的变迁 ,说到底是货币内在

矛盾在商品经济、信用经济发展过程中 ,不断激化演变的结

果。

货币的内在矛盾是指 ,货币是社会公共财产与私人商品

的对立统一体 (弗朗索瓦·沙奈 ,2001) 。一方面 ,货币是社会

经济的润滑剂 ,在经济运行中充当价值尺度 ,是社会财富的

计量单位 ,同时它又是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 ,是实现各经济

主体利益的价值工具。从这个方面来看 ,货币是一种公共财

产 ,货币的流通状况与价值是否稳定 ,直接关系到每一个经

济主体的切身利益 ,通畅的货币运行与稳定的币值可以为人

们提供重大的社会利益 ,甚至可以说是居民、企业、国家经济

利益的保证。另一方面 ,货币又始终具有固有的私人商品特

征。迄今为止 ,几乎所有的货币形式 (银行券、支票、电子转

账支票、电子货币等) 都是由商业银行在进行借贷活动中创

造出来的 ,它们受银行利润目标的制约。

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货币形式演变的过程 ,就足以说明

这一点。银行券的发行与流通所以会代替金属铸币 ,是银行

信用扩张的结果 ,银行券发行中的巨额收益扩大了其流通领

域及其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 ;而支票流通代替银行券的流通

则是由于商业银行为了逃避纸币发行税的管制①;电子支票

的付款方式取代手工支票的付款方式 ,原因在于其可以脱离

现金和纸张而独立地运行 ,既能有效地降低支付转账成本 ,

又可以大大提高资金的周转速度 ;信用卡作为一种延期付款

的方式 ,它的发明与发展 ,对经济生活最大的贡献在于培养

了人们先消费、后还贷的习惯 ,使人们的日常消费高度地依

赖于银行信贷 ,在为银行信贷业务开辟新的空间的同时 ,也

给银行带来了巨大的收益。从 1983 年到 1988 年 ,美国商业

银行信用卡业务的平均投资回报率高达 60 %～100 % ,甚至

更高 (奥苏贝尔 ,1990) 。1990 年代初 ,美国银行的平均优惠

利率在 7. 5 %～8. 5 %之间 ,而信用卡的利率则保持在 18 %～

19 % ;电子货币的发行与网络银行支付系统的建立 ,为商业

银行节约了大量的业务成本 ,有效地增加了银行的收益 ,据

统计 ,网络银行的成本只占收入的 15 %～20 % ,而电话服务

和银行分支行的服务成本则是网络银行成本的数倍。凡此

种种 ,乃至方兴未艾的金融创新 ,都是货币以及金融产品的

私人商品性在新的经济形式下的具体表现 ,是商业银行及其

他金融机构追逐利润新思路的产物。

货币的内在矛盾性 ,使货币代表的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

之间存在着无法避免的冲突。以早期银行券的发行和流通

为例 ,它们是在私人商业银行存、贷业务中产生的 ,银行券作

为私人产品 ,它和货币所代表的公共利益间的矛盾是很明显

的。首先 ,银行券的发行与流通会给银行带来巨大的收益 ,

银行通常在自身利益的驱使下 ,决定银行券的发行 ,表现为

各商业银行创造的信用、票据、银行券随着经济的扩张而膨

胀 ,随着经济的萧条而收缩 ,从而加剧了经济的周期波动。

其次 ,随着银行业的发展 ,银行数量的增多 ,生产与流通的发

展 ,以及市场的扩大 ,使市场上流通的银行券一天比一天多 ,

流通界出现纸币过剩的现象 ,币种的不统一和币值的不稳定

严重地影响了正常的流通秩序 ,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极大的

混乱。特别是在货币不同形式的转换中 (铸币、纸币、支票) ,

需要有统一的规则与纪律。再次 ,商品经济的发展 ,商品流

通的扩大与各私人银行发行的银行券在流通区域上的局限

性之间的矛盾 ,也给生产和流通的发展造成了许多的困难。

这些矛盾表现 ,说明要实现货币所代表的公共利益 ,客观上

需要统一货币的发行 ,实施有效的货币供给 ,保证纸币币值

的稳定。而调解货币的私人商品性质与社会公共性质冲突

的唯一办法 ,就是对货币进行谨慎的管理 (波拉尼 ,1944)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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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谨慎的管理是要找到在特定的经济背景和具体的货币形

式下 ,平衡货币的公共利益与私人商品性质矛盾的手段 ,而

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货币的内在矛盾性。随着经济形势的

发展 ,新的货币形式会突破既定的货币管理模式 ,所以 ,任何

一种新的货币形式 ,都是货币作为私人商品摆脱既定的货币

管理模式的产物 ,是货币的私人商品性质的表现。正是由于

这一点 ,决定了在不同的货币形式下 ,有不同的货币管理制

度 ,或者说 ,货币形式的发展推动了货币管理的革命。

二、货币质的规定性与货币形
式的发展、货币管理的变迁

　　关于货币的本质问题 ,是货币经济学多年来争论不休的

问题。概括起来有从货币职能入手的演绎货币定义②;也有

从货币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入手的经验货币定义③。本文认

为 ,货币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价值体 ,正是由于这一本质的

规定 ,使货币可以充当一般等价物 ,执行各种货币职能。货

币形式只是价值体的外在表现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演

变 ,但货币形式的演变 ,即不管货币是金属货币 ,还是纸币或

电子货币的形式 ,都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货币价值体的质的规

定性 ,改变的只是决定货币价值体的因素 ,即什么因素使不

同形式的货币都能成为真实的价值体。

迄今为止 ,货币形式的发展可概括为两大类 :实物货币

与信用货币。在实物货币制度下 ,其具体形式经历了商品货

币、金属铸币的演变过程 ,这些货币形式的变化并没有改变

货币本质上是有价值的特殊商品的属性 ,这些实物所以能成

为货币 ,因为它们本身就是商品 ,在生产过程中 ,人类抽象劳

动的凝结使它们成为实实在在的价值体 ,从而可以与同质

的 ,但不同量的各种商品相交换 (卡尔·马克思 ,1867) 。在信

用货币制度下 ,货币形式经历了法偿纸币、银行货币、电子货

币的发展过程 ,不同形式的信用货币所以能成为独立的价值

体 ,因为信用本身是有价值的 ,它们是信用价值货币化的表

现。法偿纸币的发行是以国家信用作保证 ,是国家信用价值

化的表现 ,而国家信用是国家管理宏观经济的利益所在 ;银

行货币是银行信用货币化的产物 ,它的发行与流通是以银行

信用作保证 ,而银行信用是银行借贷利益之所在 ;电子货币

是一种新型的银行货币 ,它是银行电子商务信用的产物 ,而

电子商务信用是网络银行业务利益之所在。可见 ,信用的价

值属性是信用货币价值体的质的规定性。

货币管理是金融管理的核心 ,或者说 ,金融是“管理货币

的科学”(乔治·考夫曼 ,2001) 。不同的货币形式决定了货币

管理的目标、方法等制度安排的区别 ,货币形式的发展又推

动货币管理方式的革命。在货币形式经历商品货币 ———金

属铸币 ———可兑换货币 ———法偿纸币 ———银行货币 ———电

子货币的演变过程中 ,货币管理也经历了由建立在金本位制

基础上的准备金制度向建立在信用货币基础上的弹性货币

供给制度的转变 ,而电子货币作为商业银行创新中的新的交

易工具 ,它发行数量与流通范围的快速扩张 ,使现行的货币

管理体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11 实物货币形式下的金本位管理体制

货币形式在由商品货币到金属货币 ,乃至法偿纸币的发

展中 ,货币的私人商品性质表现得非常充分 ,为了有效调节

货币的公共利益与私人商品的矛盾 ,1844 年“英格兰银行条

例”(“皮尔条例”) 经英王裁决颁布 ,明确规定发行银行券需

有十足的黄金准备 ,从而建立了强有力的金本位制。金本位

制下货币管理的重点有两个 :一是保证金属货币的足量和统

一的分割单位 ,避免因成色和重量不足而出现贬值。当国家

介入金属铸币的制造后 ,有效地保证了金属铸币制造中在成

色、重量、分割、形状等方面的统一性。二是纸币发行中

100 %的准备金制度作为国家的强制 ,对银行券的发行与流

通进行严格的控制 ,银行券十足的黄金准备 ,使它不可能带

有一丝信用因素而仅仅是黄金的代用品 ,从而有效地防止了

银行信用的扩张 ,使货币作为一种公共财产能更好地体现社

会公众的利益。在金本位制下 ,一个国家的基础货币取决于

以本国货币和外国货币表示的黄金价格 ,每个银行系统持有

的黄金货币的实物量 ,以及表现为黄金货币对货币基础比例

的黄金准备率。这样 ,黄金实物存量的增加决定货币基础的

增加 ,由于货币基础是中央银行所控制的 ,所以黄金准备率

是控制纸币发行的唯一的货币政策工具。当时的中央银行

在货币管理中的主要作用是按照准备金率监督银行券的发

行、流通与兑换。这种货币管理制度的建立维护了整个 19

世纪世界经济的稳定。

21 信用货币形式下的弹性货币供给管理制度的建立

金本位制 ,说到底与商品经济、信用经济、货币信用史的

发展规律以及商品流通所需货币供给机制改革的要求是相

悖的。贵金属的产量可以偶然地一次、两次、甚至三次地与

经济总量的发展和经济关系的变革作同步运动 ,但是绝对难

以永远保证这种同步性。世界商品经济的快速增长与世界

有限的黄金开采量之间的矛盾 ,实际上就是货币作为商品经

济中公认的流通手段所代表的经济增长利益与货币 (贵金

属)作为私人商品在生产上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表现。这个

矛盾激化的结果 ,一方面使银行券自由兑换黄金的制度已经

得不到物质保证 ,流通纸币的黄金准备率一降再降 ,货币基

础受到威胁 ;另一方面无法实现货币供给适应经济发展对货

币的弹性需求 ,即货币供给不能随着经济的扩张而及时地增

加有效供给 ,也不能在经济周期性的波动时有效调节供给。

历史上 ,英国在 1920 年代实行金本位制时曾导致了通货紧

缩以及数次经济危机的爆发 ,美国中央银行在 1930 年代的

大危机中则显得束手无策 ,延续了几百年的金本位货币管理

制度 ,在经过了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的发展阶段后 ,

最终随着罗斯福“新政”的问世而退出历史舞台。

罗斯福“新政”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把货币从以黄金为代

表的“金属限制”中解放出来 ,以克服货币作为私人商品的有

限性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从此 ,不论是由国家发行的纸币和

硬币 ,还是由私人银行提供的以使用支票为主的存储活动形

式 ,都和银行体系内的信贷扩张联系在一起。商业银行在法

定存款准备金政策的管理下 ,在信贷业务中创造出新的货

币 ,银行信贷业务的规模决定创造出新货币的数量 ,而经济

形势的景气状况 ,或者说经济周期直接决定银行信贷业务的

张缩。另外 ,中央银行还向商业银行提供由中央银行准备作

保证的信用货币 ,以满足公众对货币的需要。货币供给与信

贷扩张之间的联系使货币本身变成了一种金融资本 ,一种更

特殊的、利息记在商业银行头上的借贷资本。货币从一种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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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黄金)转变为一种信用关系 ,保证了货币的弹性供给 ,使

经济主体对资金的需求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满足。货币供

给与银行调节相结合的新的管理模式 ,是通过复杂的银行系

统 ———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两级金融机构组成的 ,货币供给

的管理过程表现为 :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提供基础货币 ,商

业银行据此在存贷机制的作用下 ,经过银行体系的货币乘数

作用 ,创造出信用货币 ,向整个经济体系提供现金和存款货

币。

这种新的货币供给管理机制的特点在于 : (1) 实现了原

有商业银行内部统一的存贷扩张机制和信用约束机制的分

离 ,现在分别由两种不同性质的银行来执行。商业银行依然

具有存贷扩张机制 ,是社会货币量的创造者和供给者 ;中央

银行则专门集中执行信用约束职能。两种机制的外部对立

加强了货币供给的自我控制 ,有利于协调货币的公共利益与

私人利益间的矛盾。(2)货币的供给者和货币的经营者相分

离。中央银行由于能够操纵准备金和货币发行 ,是实际上的

货币最终供给者 ;商业银行则主要是货币的经营者 ,它不能

最终决定货币的供给量。(3) 现代货币分为管理货币和流通

货币两个层次。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供给的货币是银行内

部的货币 ,其职能是控制货币总量 ,因此是管理货币。而商

业银行向社会供给的货币是保证商品流通正常进行的货币 ,

因此是流通货币。管理货币和流通货币的分离 ,适应了纸币

需要高度管理才能正常流通的要求。

这种新的货币管理的目标是实现弹性货币供给中的适

度控制 ,即国家信用与银行信用的张缩程度要适应经济发展

的需要 ,既要满足经济增长对货币的需求 ,又要防止因货币

供给过多而产生的通货膨胀 ,国家信用与银行信用的控制成

了纸币币值稳定的决定因素。新的货币管理模式巧妙地平

衡了货币的两种特征 :既是公共财产 ,又是私人商品 ,它使通

过某种特定商品和市场游戏规则对货币实现内在调节的形

式让位于具有自主决定权的国家控制的调节形式 ,中央银行

可以直接地通过改变流通中的货币量 ,或者间接地通过调节

商业银行创造新货币的活动 ,对货币供应量发挥调节作用。

新的货币管理体系在把银行的私人货币上升到中心角色的

同时 ,也通过一整套的复杂规定 (诸如商业银行不得介入证

券业务 ,利率管制 ,最终贷款人制度等) ,抵消了货币创造受

商业银行利益驱动而不稳定的根本性质。

然而 ,这种管理制度虽然有效地克服了私人银行券发行

与流通带来的社会经济的混乱 ,从形式上实现了货币供给与

货币管理的一体化 ,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货币所具有的私

人产品的性质 ,这种性质在金融创新快速发展的推动下急剧

膨胀。

31 货币形式的多样化与货币管理目标的中性化

弹性货币供给制使中央银行能够根据人口增长率、经济

增长率、通货膨胀率等变量有效地控制货币供给 ,从而使经

济增长、充分就业、稳定物价等成了货币管理的目标。但是

1960 年代以来 ,世界经济中“滞胀”现象的产生 ,工业利润的

下降与金融资本的减弱 ,导致了金融管制的放松和利率的自

由化 ,金融创新快速发展 ,特别是货币形式本身成了创新的

对象 ,使货币的私人商品性质得到强化 ,信用货币进入了自

由化、多样化的发展阶段。金融创新从一开始就是在银行盈

利目标的主导下 ,市场竞争的推动下兴起的。创新使来自私

人银行的新兴的货币形式大量繁殖 ,如“欧洲美元市场”孕育

了一种既是私人的 ,又的确是无国界的银行货币形式 ;可转

让支付凭证账户 (NOW账户) 与货币市场储蓄账户代表了新

一代生息货币储蓄的产生 ;再比如债券、股票和各种衍生性

金融工具的产生等。由于这些新的货币形式具有利率变化

大的弹性 ,从而把交易动机和投资动机结合在一起 ,消除了

货币与其他金融资产间的界限 ,利率的变化常常会出其不意

地导致新的货币形式的倍增和发展速度的加快 ,这种不稳定

性使中央银行准确地调节货币供给量变得更难。如果说中

央银行的弹性货币供给管理制度有效地抑制了货币的私人

商品属性 ,那么 ,金融创新则在新的环境下激活了货币的私

人商品属性。

中央银行为了加强对各种新型货币形式的管理 ,按照各

种货币工具的货币性与流动性的强弱 ,对货币供给层次 (M

系列)进行了不断的扩展与完善 ,试图把所有的货币供给纳

入中央银行的有效控制中。1980 年代初期 ,美国和英国均多

次开会研究货币供给层次的划分。然而 ,大量创新的货币工

具既是私人银行的创新产品 ,具有很强的内生性 ,又具有很

好的流动性 ,使货币供给量的定义和计量越来越困难。在金

融自由化与金融全球化的浪潮下 ,一国货币供给量与该国经

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越来越不明显 ,特别是在金融资产快

速膨胀的过程中 ,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的神话已被打破 ,货

币需求函数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更是无

规可循 ,中央银行通过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 ,提供货币供给 ,

实现货币均衡的管理模式的有效性被大大削弱 ,货币管理目

标日益向中性化转变。美联储自 1990 年代以来放弃了货币

供应量管理目标 ,而以利率、通货膨胀率作为主要的监控指

标 ;在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选择上 ,大胆放弃了美联储自己

建立的四大目标体系 ,而以反通货膨胀为唯一的政策目标 ,

货币管理越来越倾向于为经济的发展建立良好的稳定的金

融环境 ,而不再以实现具体的经济指标为目的。

三、电子货币的发行与现行货币管理的矛盾

电子货币系统包括电子支票系统、银行卡系统和电子现

金系统 ,它们从根本上来说是商业银行为适应网络金融业务

发展的需要 ,创新的货币工具。电子货币和其他的货币形式

一样 ,也是在银行利润目标的驱使之下产生的。电子货币发

行中可能给银行带来收益的来源主要有四个 :一是发行电子

货币吸收的货币资金产生的投资收益 ;二是由交易便利带动

的相关产品销量增长的收益 ;三是由电子货币流通代替现金

货币、存款货币流通而节约的成本支出 ;四是意外利得 (尹

龙 ,2002) 。电子货币发行中的超额利润属于那些捷足先登

者 ,至于电子货币发行竞争中所遵循的原则 ,仍然是商品经

济中最基本的原则 ,即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目前 ,已流

通的电子货币多达几百种 ,显然 ,电子货币是货币形式固有

的私人商品性质的产物 ,它的生产与扩张激化了货币的内在

矛盾 ,使原有的货币管理模式难以平衡新的矛盾。

这种新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它打破了

中央银行垄断货币发行的格局。电子货币作为商业银行在

网上银行存、贷款业务 ,转账支付中生产出的特殊“商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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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规模、流通范围、品牌设计完全取决于银行自身业务

发展的需要 ,使货币的创造越来越多地受银行和借款客户利

润动机的牵制 ,强化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 ,商业银行及其大

企业财团发行的电子货币、企业票据均成了基础货币的组成

部分。电子货币的发行与流通降低了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

货币的依赖程度 ,动摇了弹性货币供给制平衡货币的内在矛

盾性 ———把货币的内生性 (私人性)与货币供给的外生性 (可

控性)有效地结合起来的管理基础 ———对货币发行的垄断

权 ,使现行的货币管理制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其次 ,电子

货币的发行收益 ,交易中的低成本、高效率会加剧发行市场

的竞争 ,电子货币作为商业银行增加盈利的创新工具 ,它的

发展势头是强劲的 ,可以预言 ,会有更多种类的电子货币随

着金融创新的发展而诞生。电子货币发行中的多渠道与个

性化 ,使流通中的电子货币呈现出多样化 ,即它们在名称、形

式、流通范围、功能和流通方式等方面均不相同 ,处于分割无

序的状态 ,类似于早期银行券的发行情况。这种状态显然有

悖于货币作为公共财产的本质要求 ,任其发展下去 ,上面所

分析到的早期银行券发行中的种种矛盾以及对经济秩序的

不良影响会在新的经济背景下 ,在新的货币形式下重演。再

次 ,电子货币的发行与流通提高了支付体系私有化的程度 ,

使中央银行货币管理的根本支柱 ———对支付系统的高度垄

断 ———受到严重的冲击。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在现代信

息技术和通讯技术的支持下 ,银行财团都建立了自动差损补

偿金和基金电子转账系统 ,以便向客户提供规模越来越大的

流动资金管理方面的服务 ,首当其冲的要数欧洲货币市场和

其他国际交易市场的银行间票据交换支付体系。随着

Internet 网上大量出现基金转账和债务结算机制 ,私人支付体

系的扩张使大量资金游离于中央银行体系 ,从而摆脱中央银

行的控制 ,限制了中央银行对货币创造与流通的管理能力。

另外 ,在中央银行垄断支付系统的情况下 ,各商业银行之间

债权债务关系的清算是通过中央银行准备金账户的转账来

完成的 ,然而 ,电子货币交易似乎根本不需要转账就可以进

行 ,加之电子货币流通具有良好的匿名性 ,使中央银行对社

会资金的流向及流量的监管能力大大弱化 ,其结果加大了银

行体系的不稳定。

电子货币作为金融工具创新的产物 ,它的发行与流通一

方面激化了货币的私人商品性质 ,加剧了货币的内在矛盾

性 ,另一方面也使现行的货币管理陷入两难选择境地。严格

限制电子货币的发行与流通 ,会限制金融创新的发展 ,使本

国商业银行在国际金融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任其发展又会

使上述矛盾不断加剧。目前大多数国家的中央银行主要采

取发行者资格限制、发行准备金要求、发行金额限制的管理

办法 ,这些管理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电子货币发行

中的竞争 ,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电子货币形式下货币的私

人商品性与货币的公共性质的矛盾。可以设想 ,只要电子货

币发行中的超额利润不消失 ,电子货币发行中的竞争势态就

不会改变 ,其内在的私人商品性质就会进一步膨胀 ,甚至突

破现行的弹性货币管理制度。可见 ,电子货币的发行不仅使

现行的货币管理制度面临严峻的挑战 ,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动

摇了中央银行制度。

那么 ,适应电子货币发行与流通的新型的货币管理模式

应该是什么样的 ? 现行的货币管理模式应该做怎样的调整 ?

本文认为 :其一 ,在现行的发行准备的基础上 ,由中央银行统

一规范电子货币的发行与流通 ,包括电子货币的名称、流通

范围、流通方式等 ,把电子货币发行中的私人化性质及其个

性化特征纳入规范化、标准化的管理中 ,加强对电子货币发

行市场的管理 ,以保证电子货币所代表的社会利益的实现。

其二 ,在全国建立统一的包括各金融机构参与的电子货币支

付转账网络系统 ,加强中央银行在电子货币支付体系中的领

导作用 ,从而加强对各商业银行电子货币发行规模、交易领

域、资金流向的监控 ,必要时可通过调整发行准备率调节电

子货币发行与流通中的信用张缩。其三 ,如果说纸币取代金

属货币成为独立的货币形式是货币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 ,那

么电子货币是否会脱离纸币而最终成为完全独立的 ,或者说

占统治地位的货币形式呢 ? 如果可能的话 ,发行准备管理制

度将最终失去意义 ,所以目前应尝试建立中央银行发行电子

货币的对冲操作 ,积累经验 ,为建立有效的电子货币管理模

式做好准备。其四 ,探索新型的法律支撑 ,建立适应电子货

币发行与流通中的契约关系的法律规范 ,如电子货币流通中

的法定签名制 ,电子货币发行方、交易方责任、权益的法律认

定的技术与手段等 ,对电子货币的管理离开了完善的法律制

度是根本不可能的。

当然 ,电子货币的发行与流通相对于纸币的发行与流通

而言 ,其规模和领域还是相当有限的 ,电子货币内在矛盾性

的表现也只是初露端倪 ,但其发展趋势以及对现行货币管理

模式的冲击则是不可忽视的 ,探讨电子货币的管理方法与制

度安排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注释 :
①1865 年美国对国民银行以外的州银行发行纸币 (银行券) 课以

10 %的税收 ,从而使银行用支票账户及客户签写支票的方式替代银

行券这种信用货币以合理避税。

②如沃尔克“货币就是货币的职能”的断言 ;凯恩斯认为货币的

本质是“流动性”;伊格尔认为是“普遍接受性”;弗里德曼强调是“购

买力的暂栖所”;马克思的“货币不是物 ,它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

关系”等。

③弗里德曼声称 :“要寻求货币的定义 ,就不要从原理出发 ,而要

以是否有益于组织我们对经济关系的知识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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