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单元  信用与信用体系 

常见问题 

1． 如何理解“金融”范畴及其形成？ 

    金融即资金的融通，是以货币为载体的借贷活动，是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以

及与之相联系的经济活动的总称。金融这一范畴是由信用和货币两个范畴相互渗

透结合而成的。 

    信用与货币的产生都与私有制有关，与不同所有者之间财富的调剂与转移密

切相关。在货币范畴和信用范畴的发展之间，一直存在相互促进和推动的关系。

一方面，货币借贷拓展了信用的范围，扩大了信用的规模；另一方面，信用也拓

展了货币的形态及其流通的领域。 

    现代银行出现后，有了银行券和存款货币。随金属货币逐步退出流通，银行

券和存款货币逐渐变得不可兑现，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完全占领流通领域成为

货币的主要形态。此时，任何货币的运动都是以信用为基础，任何一枚货币，无

论是银行券还是存款货币，其本身就是信用的产物，都意味着相应的债权债务关

系。与此同时，实物信用在整个信用规模中的比重已经变得微不足道，任何信用

活动也几乎是指货币的运动：信用的扩张与紧缩意味着对货币供给与流通的调

整，微观主体的信用活动意味着货币在不同主体之间的流动。此时的货币运动与

信用活动融为一体，二者相互渗透、不可分割，不存在独立于信用的货币和货币

制度，也不存在不依赖于货币的信用体系。 

  此时，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变成同一个过程，货币范畴和信用范畴相互渗透、

相互融合，形成了一个新的范畴——“金融”。 

2． 如何理解“现代经济是信用经济”？ 

现代经济是信用经济，这个问题可以从三方面来分析： 

（1）现代经济运作的特点 

首先，现代经济是一种具有扩张性质的经济，需要借助于负债去扩大生产规模、

更新设备，需要借助于各种信用形式去筹措资金、改进工艺、推销产品。其次，

现代经济中债权债务关系是最基本、最普遍的经济关系。经济活动中每一个部门、

每一个环节都渗透着债权债务关系。经济越发展，债权债务关系越紧密，越成为

经济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另外，现代经济中信用货币是最基本的货币形式。各

种经济活动形成各种各样的货币收支，而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本身就是银行体



 

 

系的负债，体现了银行体系与其他经济部门之间的信用关系。所以在现代经济中

信用关系是无所不在的。 

（2）从信用活动中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来分析 

国民经济分析中的五个部门——个人、企业、政府、金融机构和国外部门，

它们的经济活动都离不开信用关系。如个人通过在银行储蓄或取得消费贷款与银

行形成了信用关系，个人购买国债、股票或企业债券与政府、企业形成了债权债

务（或所有权与被所有）关系；企业在信用关系中既是货币资金的主要供给者，

又是货币资金的主要需求者；政府通过举债、放贷形成与居民、企业、金融机构

或其他机构之间的信用关系；金融机构作为信用中介从社会各方面吸收和积聚资

金，同时通过贷款等活动将其运用出去；国内部门与国外部门之间的关系，集中

体现在国际收支以及国际投资头寸状况上，而国际收支的顺差和逆差的调节、国

际投资头寸的增减，也是离不开信用的。这些都表明，信用关系已成为现代经济

中最基本、最普遍的经济关系。 

（3）从信用对现代经济的作用来分析 

信用对现代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信用保证现代

化大生产的顺利进行，即信用活动从资金上为现代化大生产提供条件；在利润率

差异的引导下，信用活动导致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转移，使得各部门的利润率有

趋同的趋势，从而自动调节了各部门的发展比例；在信用制度基础上产生的信用

流通工具对金属货币流通的替代，也大大节约了流通费用，加速了资本周转；信

用为股份公司的建立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信用聚集资本、扩大投资规模的作用，

也通过股份公司这一独特的形式得到了充分地发挥。 

综合以上三方面，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代经济是一种信用经济。 

3． 信用在现代经济中有何作用？ 

在现代经济中，信用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 

（1）信用的积极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现代信用可以促进社会资金的合理利用。通过借贷，资金可以流向投

资收益更高的项目，在使投资项目得到必要资金的同时，资金盈余单位又可以获

得一定的收益；其次，现代信用可以优化资源配置。通过信用调剂，让资源及时

转移到更加需要的地方，可以使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运用；再次，现代信用可以

推动经济的增长。一方面通过信用动员闲置资金，将消费资金转化为生产资金，

直接投入生产领域，扩大社会投资规模，增加社会就业机会，增加社会产出，促



 

 

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信用可以创造和扩大消费，通过消费的增长来刺激生产

的扩张和产出的增加，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2）信用的消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信用风险和经济泡沫的存在 

信用风险是指债务人无法按照承诺偿还债权人本息的风险。在现代社会，信

用关系已经成为最普遍、最基本的经济关系，社会各个主体之间债权债务交错，

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债权债务链条，这个链条上有一个环节断裂，就会引发连锁反

应，对整个社会的信用联系造成很大的危害；经济泡沫是指某种资产或商品的价

格大大地偏离其基本价值，经济泡沫主要表现为资产或商品价格的快速上涨，价

格快速上涨是供求不均衡的结果，即对这些资产或商品的需求极大地超出了供

给，在资产泡沫形成的过程中，往往需要信用扩张相配合，信用扩张导致了现实

购买能力的扩张，从而使经济泡沫的出现成为可能。 

4． 如何认识信用与货币的关系？ 

（1）信用与货币是两个不同的经济范畴 

信用是一种借贷行为，是不同所有者之间调剂财富余缺的一种形式。货币是

一般等价物，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媒介不同主体之间的商品交换。 

（2）信用与货币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相互独立发展到密切联系、融为一体

的过程 

早期的信用范畴与货币范畴是独立发展的。从时间上考察，信用的出现比货

币要早，当时信用主要采用实物借贷的方式，在很长时间内是独立于信用关系之

外的。从早期的实物货币发展到足值的金属货币制度，货币的发展也长期独立于

信用关系之外。可以说，资本主义制度形成之前，信用与货币二者虽有联系，但

从主要方面看，二者是独自发展的。 

（3）信用和货币独自发展，同时二者又相互促进，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方面，货币借贷的出现是信用获得更大发展的基本条件。货币借贷扩展了

信用的范围和规模；另一方面，信用也促进了货币形式和货币流通的发展。信用

的出现发展了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使货币能在更大范围内作为商品流通的媒

介。信用还加速了货币的流动，补充了金属货币数量的不足。 

（4）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确立，使二者的关系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在金属货币退出流通领域，实行不兑换信用货币制度的条件下，信用与货币

的关系进一步发展。在信用货币制度下，信用和货币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整

个货币制度是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之上的。从货币形式看，各种不同形态的货币同



 

 

时就是一种信用工具，货币是通过信用程序发行和流通的，任何信用活动都会导

致货币的变动。信用的扩张会增加货币供给，信用紧缩将减少货币供给；信用资

金的调剂将影响货币流通和货币供给的结构。这样，当货币的运动和信用的活动

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时，就产生了一个由货币和信用相互渗透而形成的新范畴

——金融。因此，金融是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的融合体，但在金融范畴出现之后，

货币和信用这两个范畴依然会继续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