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货币对交易(货币买卖)

其实货币对交易的问题并不复杂，但是又很多的朋友都不太了解货币买卖，因此呢
，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分享货币对交易的一些知识，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下面我
们一起来看看这个问题的分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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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国货币怎么流通

1、各国货币之间从理论上讲不能直接流通，需要一种货币或几种货币做为媒介，
通过汇率转换交易后，所得货币方可流通。

2、做为媒介的货币就是国际上公认的硬通货货币，也称为储备货币，商品货币和
风险货币。这些货币主要是指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加元，澳元。

二、国与国之间货币是怎么流通的

1、国与国之间货币的流通一般都不能用自己国家的货币。国与国间的流通货币要
使用双方约定的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如黄金白银、美元、英镑、人民币等，以双方
贸易合同上约定的国际交易货币为准。

2、二战以后，美元成为全球唯一和黄金挂勾的货币，是国际结算的主流货币。

三、货币交易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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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交易指两种货币之间的交换交易、在一般情况下,是指两种货币资金的本金交
换。货币是度量价格的工具、购买货物的媒介、保存财富的手段,是财产的所有者与
市场关于交换权的契约,本质上是所有者之间的约定。

四、交易货币与虚拟货币的关系

交易货币与虚拟货币有共同属性，就是流通的属性，金融的属性。但是他们又有很
本质的区别，交易货币一般是有法律效力的流通的价值，虚拟的货币是全融中的产
品，必须经过交易所挂买挂卖把价值交易，通过流通的货币才能实现价值。这才是
交易货币与虚拟的区别。

五、货币在交易的过程中执行了什么职能

1、货币的职能也就是货币在人们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在发达的商品经济条件
下，货币具有这样五种职能：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
币。其中，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是货币的基本职能，其他三种职能是在商品经济发
展中陆续出现的。

2、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就是货币以自己为尺度来表现和衡量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
。为什么货币能衡量其他商品的价值呢？因为货币本身也是商品，也有价值。这就
如同尺子所以能衡量其他一切物品的长度，是因为尺子自身也具有尺度一样。自身
没有价值的东西，是不能衡量其他商品的价值的。

3、本来，商品价值的大小，乃是由凝结在该商品中的劳动时间来测量的。商品中
包含的劳动时间越多，它的价值便越大。因此，劳动时间是商品的内在的价值尺度
，而货币不过是商品的外在的价值尺度。

4、商品的价值表现在货币上，就是商品的价格。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货币执
行价值尺度的职能，实际就是把商品的价值表现为一定的价格，例如，一双皮鞋价
格为10元，一件衬衣价格为5元，等等。不过，有一点这里应该说清楚，就是货币
执行价值尺度这一职能时，并不需要实在的货币，只要人们在观念上想一下某商品
的价格是多少就可以了。所以这样，也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这是因为货币在执
行价值尺度职能时，它所做的只是给商品以价格形态，即表明某一商品值多少钱，
而不是真正用商品与货币相交换马克思说：“货币在它的价值尺度功能上，本来也
只是作为观念的或想象的货币”。

5、货币作为流通手段，也就是货币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我们平常从商品买卖过
程中所看到的货币的作用，就是属于这一种，所以，这种职能又叫做购买手段。不
说自明，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不能是观念上的货币，而必须是实在的货币。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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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资本家决不会允许有人用空话来拿走他的商品。

6、在货币执行流通手段这一作用的情况下，商品与商品不再是互相直接交换，而
是以货币为媒介来进行交换。商品所有者先把自己的商品换成货币，然后再用货币
去交换其他的商品。这种有货币作媒介的商品交换，叫做商品流通。由物物交换过
渡到商品流通，意味着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在这种条件
下卖与买被分成了两个独立的过程，如果出卖了商品的人不立刻去买，就会使另一
些人的商品卖不出去。也就是说，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就已经包含了经济危
机的形式上的可能性。

7、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起初是贵金属条、块，以后发展成铸币，最后出现了纸
币。纸币是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中产生的。

8、货币的第三个职能是充当贮藏手段，即可以作为财富的一般代表被人们储存起
来。作为贮藏手段的货币，既不能象充当价值尺度时那样只是想象的货币，也不能
象充当流通手段时那样用货币符号来代替，它必须既是实在的货币，又是足值的货
币。因此，只有金银铸币或者金银条块等才能执行贮藏手段的职能。

9、货币作为贮藏手段具有自发调节货币流通量的作用。当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
减少时，多余的金属货币便会退出流通成为贮藏货币；反之，当流通中所需要的货
币量增多时，一部分贮藏货币又会重新进入流通成为流通手段。由于贮藏货币具有
这种作用，所以在足价的金属货币流通的条件下，便不会产生流通中货币量过多的
现象，不会发生通货膨胀。

10、货币的第四个职能是支付手段。在放债还债、支付工资以及交纳税款等场合
，货币就起着这种作用。在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情况下，由于很多商品生产者互相
欠债，他们之间便结成了一个债务锁链，例如，甲欠乙的钱，乙欠丙的钱，丙又欠
了丁的钱……等等。如果有其中某一个商品生产者因为生产和销售的困难而不能按
期支付欠款时，就会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造成全线崩溃的局面。因此，货币作
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使经济危机的形式上的可能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1、货币的最后一种职能是充当世界货币，即在世界市场上发挥作用。能够作为
世界货币的只有黄金或白银，铸币和纸币是不能充当世界货币的，因为后者一超出
本国范围便失掉了原来的法定意义。世界货币的作用是：第一，作为一般的支付手
段，用来支付国际收支的差额；第二，作为一般的购买手段，用来购买外国的商品
；第三，作为社会财富的代表由一国转移到另一国，如支付战争赔款、对外贷款以
及转移财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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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