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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货币制度与货币发行

二、货币制度的构成要素

本位币 辅币

（1）主币，一个国家的基本通货和法定的计价结算货

币。

（2）金属货币流通下，铸币是足值货币，一般规定可

自由铸造和熔化。

（3）当代纸币流通条件下，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自

行印制、变造和故意毁损货币。

（4）无限法偿。

（1）本位币以下的小额货币，主要供小额零星交易和

找零之用。

（2）金属货币流通条件下，辅币以贱金属铸造，为不

足值货币，只能国家铸造，规定为有限法偿货币。

（3）在纸币本位制下，有的国家规定为有限法偿，如

美国；有的国家没有明确的规定，如中国。

发行保证制度

（1）在代用货币形态下，发行银行券和辅币的银行必须建立金属准备制度，以保证其随时兑现。

（2）在当代纸币本位制下，大多数国家不再规定发行保证制度。

【单选题】关于货币制度的说法，错误的是（ ）。

A.规定货币材料是货币制度最基本的内容

B.货币制度要规定本位币的名称

C.我国人民币制度属于金本位制度

D.本位币是一个国家的基本通货和法定的计价结算

【答案】C

考点 3 货币制度的演变★★

1、银本位制

2、金银复本位制

3、金本位制

4、不兑现的纸币本位制

1、银本位制 以白银作为本位货币材料。

2、金银复本位制 又分为平行本位制和双本位制。

平行本位制：

金币和银币按各自所含金银重量的市场比价进行流通，国家不规定两者之间的兑换比率。

双本位制：

典型的金银复本位制，金、银按照法定固定比价流通。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3、金本位制 金币本位制 自由铸造，自由兑换，自由输出。

金块本位制

生金本位制

不铸造，不流通，有限兑换。

金汇兑本位制

虚金本位制

不铸造，不流通，不直接兑换。

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内在不稳定

 没有金币流通，不能自发调节货币流通。



 银行券不能自由兑换黄金，发行过多易贬值。

 金汇兑依附于外国货币制度。

4、不兑现纸币本位制 又称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制度，是以中央银行发行的纸质货币作为流通货币。纸币不

能兑换成黄金，也不同任何贵金属挂钩，并且集中由中央银行发行，独立行使货币

各主要职能。

不兑现的纸币本位制度的特点：

（1）黄金非货币化。

（2）货币供给的信用化。

（3）货币形式的多样化。

我国的货币制度：不兑现的纸币本位制。

我国现行的货币制度，为人民币、港币、澳门元“一国三币”的货币制度。目前港币、澳元各限于本地区流

通，但人民币已经在香港、澳门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流通。

基本内容：

①人民币是我国的法定货币。

②人民币采取不兑现纸币的形式。

③人民币是我国（内地）唯一的合法通货，严格禁止 外币在中国境内计价流通，严禁金银流通，严格禁止

损毁人民币及其信誉。

④国家指定中国人民银行为唯一的货币发行机构，并对人民币流通进行管理。

⑤人民币出入境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

【多选题】不兑现纸币本位制的特点包括（ ）。

A.流通中的现金包括钞票和硬币

B.黄金和钞票可以并行流通

C.货币供给信用化

D.货币形式多样化

E.汇价由不同货币的购买力之比来确定

【答案】ACDE

【多选题】我国人民币制度的内容包括（ ）。

A.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

B.人民币采用不兑现纸币形式

C.人民币是我国内地唯一合法通货，严格禁止外币在中国境内计价流通

D.人民币出入境不受限制

E.国家指定中国人民银行为唯一货币发行机构

【答案】AB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