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货币的三个功能(电子账户与实物货币的区别)

大家好，今天小编来为大家解答货币的三个功能这个问题，电子账户与实物货币的
区别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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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区别

1、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功能不同，所交易的证券期限、利率和风险也不同。

2、资本市场是长期资金的融通市场，货币市场是短期资金融通市场。

3、货币市场交易的证券期限不超过1年。资本市场是指期限在1年以上的金融资产
交易市场。

4、货币市场的主要功能是保持金融资产的流动性，以便随时转换为现金。资本市
场的主要功能是进行长期资金的融通。

5、货币市场工具包括短期国债（在英美称为国库券）、可转让存单、商业票据、
银行承兑汇票等。资本市场的工具包括股票、公司债券、长期政府债券和银行长期
贷款等。

6、资本市场包括银行中长期存贷市场和有价证券市场。与货币市场相比，资本市
场交易的证券期限长（超过1年），利率或必要报酬率较高，其风险也较大，具有
长期较稳定收入，类似于资本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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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用的主要经济功能有哪些

1、信用具有流通的职能、中介的职能、分配的职能和调信用节的职能。信用在经
济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功能，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信用方面:

2、(一)筹措发展资金，加速资本信用集中这是信用最重要的功能。通过各种信用
形式，将社会上的闲散信用资金集中到一起.资金所有者只是暂时将资金使用权让渡
出来，却可以让分散的、小额的闲置资金信用聚少成多、形成信贷资金，服务社会
再信用生产，加速了资信用本集中，也促进了社会发展。

3、(二)加速资金周转信用，节约流通成本。信用工具的广泛运用成就了信用的这
一经济功能。在现代经济运行中，大量信用活动不涉及现金，而是使用在信用活信
用动中创造出来的信用各种信用结算工其进行.这就大大节约了货币流通的成信用本
。信用本身就加速了商品储存、保管和销售的速度.再加上非现金结算交易方式信用
的出现.于是资金的流通时间大大缩短了，资金周转的速信用度也越来越快。

4、(三)优化资金分配，提高资金效率。主要是将社会上的闲置资金通过金融机构
或金融市场转移给资金需求者，换言之，这就是社会资金的重新配置。在信用市场
经济规律的作用下，通过竞争机制，那些其有潜力和发展前景信用较好的产业总是
更容易获得信用资金，使资金信用从利润率较低的部门向利润率较高的部门转移，
于是社会资金得到了优化配置，整个国民资金效率信用大幅提高。

5、(四)有效进行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平稳发展。信用规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
总量，国家可以通过制定各项相关政策来调控信用规模，从而达到控制货币总供应
量的目的。在经济增长速度过快时，通过减少信贷货币投放而紧缩货币供应量，使
经济降温；在经济增长速度过慢时，可以扩大信用规模，通过释放信贷货币投放而
扩大货币供应量，使经济加速。

6、欲知更多，请关注本人头条号

@期货可做空可日内交易

三、什么是货币市场包括哪些市场其主要功能有哪些

1、货币市场是指以期限在一年以内的金融资产交易的市场。该市场的主要功能是
保持金融资产的流动性，以便随时转换成可以流通的货币。

2、包括银行短期信贷市场，短期证券市场，同业拆借市场、票据贴现市场、短期
政府债券市场、证券回购市场、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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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功能：货币市场产生和发展的初始动力是为了保持资金的流动性，它借助于各
种短期资金融通工具将资金需求者和资金供应者联系起来，既满足了资金需求者的
短期资金需要，又为资金有余者的暂时闲置资金提供了获取盈利的机会。币市场既
从微观上为银行、企业提供灵活的管理手段，使他们在对资金的安全性、流动性、
盈利性相统一的管理上更方便灵活，又为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以调控宏观经济提
供手段，为保证金融市场的发展发挥巨大作用。

四、政治，商品与货币的区别和联系

政治、商品和货币是经济和社会领域中的三个重要概念，它们之间存在着区别和联
系：

-政治：政治是一种组织和管理社会的活动和过程。它涉及权力的分配、社会规则
的制定和执行、决策制定等。政治通常涉及国家、政府、法律和公共事务等领域。

-商品：商品是一种被生产和销售的物质产品或可供交换的有形物品。它具有价值
和用途，可以满足人们的需求和欲望。商品通常包括农产品、工业产品、消费品等
。

-货币：货币是一种广泛接受和用作交换媒介的价值符号。它用于购买和出售商品
和服务，作为交换的媒介和储存价值的工具。货币通常由政府或中央银行发行和管
理。

-商品和货币的联系：商品和货币是经济交换的两个关键要素。人们通过使用货币
购买商品，将自己的需求和欲望转化为实际的物品或服务。货币在商品交换中发挥
着媒介的作用，促进了经济交易的进行。

-政治和货币的联系：政治对货币发行和管理具有重要影响。政府通过制定货币政
策和法规来管理货币供应量、稳定货币价值等。政府还通过税收和财政政策等手段
调节经济活动，影响货币流通和经济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政治、商品和货币是不同领域的概念，它们在经济和社会系统中有
各自的作用和功能。这些概念的具体定义和联系也会根据不同的理论和学说有所不
同。

五、货币在商品交换中的功能是什么

货币在两种商品交换关系中起着媒介物的作用，执行着流通手段的职能。流通手段
就是指货币在商品流通中充当交换媒介的职能。在货币出现之前，商品交换是物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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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交换，即商品-商品。货币出现后，商品交换就通过货币作为媒介来进行，即商
品-货币-商品。作为价值尺度，可以是观念上的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则必须是现
实的货币，但不一定是足值的货币。这是因为，货币在执行流通手段职能时，每次
都只是转瞬即逝的事情，人们关心的是它是否能起到交换媒介的作用，而并不关心
它的实足价值是多少。只要社会公认它能代表一定数量的货币，代表一定的价值就
行。这就产生了不足值货币代替足值货币，以及纸币代替铸币作为流通手段的可能
性。相对地说，纸币本身是没有价值的，只是按照它所代表的金或银的价值，即代
表金属货币，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货币作为流通手段，一方面克服了物物交换中
搜寻的困难，另一方面也加深了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使
交换分成了买和卖两个独立的行为。二者在时间、空间上的脱节包含了危机的可能
性。

END，本文到此结束，如果可以帮助到大家，还望关注本站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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