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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马克思将其本质概括为生产相对过剩危机和货币危机 ,后者的理论含义和重要性长期为人们

所忽视。文章对《资本论 》中货币危机相关内容进行了归纳和整理 ,对货币危机思想进行了初步的阐释 ,有助于加深对货币、经济危

机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所蕴涵的内在矛盾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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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5年 ,在当时资本主义最为发达的英国爆发了世界历史

上的第一次经济危机 ,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最为人

们熟悉的当为马克思的“生产相对过剩危机 ”理论 :“一切真正的

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 ,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

费 ,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 ,好像只有

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马克思以后

的经济学家也对经济危机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其中比较有

代表性的是“长波理论 ”和“增长的极限 ”。马克思曾经说过 :

“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 ”。但在限制的具体形态

和表现形式上 ,《资本论 》中还包含着“货币危机 ”理论 ,可以看

作从另一个角度对经济危机问题进行的诠释 ,货币危机理论贯

穿于整个《资本论 》的三卷 ,由于没有专门的篇章进行总结 ,其理

论含义和重要性长期为人们所忽视。马克思所说的“货币危机

是任何普遍的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的一个特殊阶段 ,应同那种

也称为货币危机的特种危机区分开来。后者可以单独产生 ,只

是对工业和商业发生反作用。这种危机的运动中心是货币资

本 ,因此它的直接范围是银行、交易所和财政。”

通常所讲的货币危机主要发生于货币与信用领域 ,《新帕尔

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 》中对金融危机有这样的定义 :“全部或大

部分金融指标一短期利率、资产 (证券、房地产、土地 )价格、商业

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一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货

币危机所涵盖的范围还可能进一步扩大 ,包括通货膨胀和国际

债务危机。对货币危机的研究由来已久 ,从坎蒂隆 1755年的著

作《商业性质概论 》到金德尔伯格的过度交易理论、关于美元的

“特里芬两难 ”以及三代货币危机理论 ,马克思的货币危机理论

也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主要探讨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流通使得

商品“内在的矛盾在商品形态变化的对立中取得了发展的运动

形式 ”,其本质是“在货币市场上作为危机表现出来的实际上不

过是表现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本身的失常 ”。

一、货币危机的本质

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流通所以能够打破产品交换的时间、

空间和个人的限制 ,正是因为它把这里存在的换出自己的劳动

产品和换进别人的劳动产品这二者之间的直接的同一性 ,分裂

成卖和买这二者之间的对立。说互相对立的独立过程形成内部

的统一 ,那也就是说 ,它们的内部统一是运动于外部的对立中。

当内部不独立 [因为互相补充 ]的过程的外部独立化达到一定程

度时 ,统一就要强制地通过危机显示出来 ”。商品中包含的使用

价值和价值、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的

对立 ,商品的内在矛盾在商品的形态变化、在以货币为媒介的商

品流通中 ,通过买与卖相分离的环节 ,反映在作为流通媒介的货

币和流通领域中 ,取得了发展的运动形式 ,表现为“货币危机 ”的

形式。货币危机的本质在于商品的内在矛盾 ,但在货币作为交

换媒介的条件下 ,取得了货币危机的形态 ,使得“乍看起来 ,好像

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 ”。经济危机从早期生

产相对过剩导致的商品卖不出去、生产萎缩、工厂倒闭破产和工

人失业等形态发展到汇票能否兑换为货币、贸易公司和金融机

构破产、信用 /资金链条断裂的新形态。经济危机的具体表现从

生产领域转移到流通领域 ,但本质上还是汇票所代表的现实买

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 ,归根到底还是生产相对过

剩的危机 ,只不过表现为货币危机的形式。往往危机时期 ,缺乏

的是资本的货币形式 ,同时市场已经商品过剩 ,已经有过多的无

法转化为货币资本的商品资本。货币危机是商品内在矛盾对立

在以货币为媒介条件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发展形态 ,在

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方式中 ,在简单商品流通的条件下 ,商品内

在所蕴涵的对立形式已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 ,但是这种危机

的可能性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才可能发展为现实 ,发展

为波及整个社会生产和流通的普遍危机。

二、两种形式的货币危机

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 ,成为商品流通的媒介 ,使商品流

通分裂为卖和买两个阶段 ,就包含着一种形式上危机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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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流通的迅速表现互相对立、互为补充的阶段 ———由使用形

态转化为价值形态 ,再由价值形态转化为使用形态 ———流水般

的统一 ,即卖和买两个过程的流水般的统一。相反 ,货币流通的

缓慢则表现这两个过程分离成彼此对立的独立阶段 ,表现形式

变换的停滞 ,从而表现物质变换的停滞 ”。由于商品性质造成的

售卖与购买的分离以外 ,在商人资本运动独立化 ,商人资本在信

用制度下支配着社会总货币资本一个很大的部分 ,在已买物品

最终买掉以前可以再进行购买 ,因而会产生一种虚假的需求。

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 ,起到支付赊购货物、偿付债务的

作用 ,不仅在商品流通中 ,卖和买在时间和空间上相分离 ,而且

在一次商品交易中 ,发生商品所有权转移和货币支付在时间上

的分离 ,甚至形成赊购赊销、债务关系的链条。货币的支付手段

职能包含着一个直接的矛盾 ,即支付链条发生故障时 ,就包含着

发生第二种形式上货币危机的可能性。“货币危机只有在一个

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和抵销支付的人为制度获得充分发展的地

方 ,才会发生。当这一机构整个被打乱的时候 ,不问其原因如

何 ,货币就会突然直接地从计算货币的纯粹观念形态变成坚硬

的货币 ”,“在危机时期 ,商品和它的价值形态 [货币 ]之间的对

立发展成绝对矛盾 ”。支付危机还有两种发展形式 :其一 ,在繁

荣时期 ,商品的一大部分只是表面上进入消费 ,实际上是堆积在

转卖者的手中没有卖掉 ,商品的潮流一浪一浪涌来 ,商品资本在

市场上互相争夺位置 ,为了卖掉只好降低价格出售。商品还没

有变成现金 ,支付期限却已经到来。商品持有者不得不宣告无

力支付 ,或者为了支付不得不给价就卖。这种出售只是支付的

需求 ,只是把商品转化为货币的绝对必要 ,于是危机爆发了。其

二 ,生产过剩导致商品“价格的普遍下降 ,再生产过程就陷入停

滞和混乱。这种混乱和停滞 ,会削弱货币的那种和资本一同发

展起来并以这些预定的价格关系为基础的支付手段职能 ,会在

许多地方破坏一定期限内的支付债务的锁链 ,而在和资本一同

发展起来的信用制度由此崩溃时 ,会更加严重起来 ,由此引起强

烈的严重危机 ,突然的强制贬值以及再生产过程的实际的停滞

和混乱 ,从而引起再生产的实际的缩小 ”。

三、价值补偿与实物替换的危机

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运动 ,从形式上表现为社会总产品的实

现过程 ,包括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两个方面。所谓价值补偿 ,就

是社会生产出来的总产品如何出卖、实现其价值的问题 ;所谓实

物替换 ,就是资本家如何购买到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以及资本家

和工人如何购买到所需要的消费资料。社会总资本的运动 ,“不

仅是价值补偿 ,而且是物质补偿 ,因而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

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 ,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及它们

的物质形式的制约 ”。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本质上就是社会总

产品通过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流通过程 ,实现商品形态和货币

形态的顺利转化 ,这同样也是单个资本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必要

条件。

以货币为媒介的流通领域是产业资本形态变化和循环的必

要条件 ,产业资本生产出来的商品首先要找到它的卖者 ,“只要

现在已经增值的资本保留商品资本的形式 ,停滞在市场上 ,生产

过程就会停止 ”。商品资本顺利地通过售卖阶段 ,转化为货币资

本后 ,还需要在市场上找到自己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自由劳动

者 ,“通过劳动力把生产资料作为商品形成要素来使用 ”,同时 ,

必须不断有必要的生活资料以可买形式即商品形式满足工人的

生活消费需求。因此“资本是在一般商品流通之内完成自己特

有的循环的 ”,“同样也表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都受流通、商业制

约 ”。如果资本在购买阶段停顿下来 ,货币资本就会凝结为贮藏

货币 ;如果资本在售卖阶段停顿下来 ,卖不出去而堆积起来的商

品就会把流通的路阻塞。商品的内在矛盾 ,在买与卖相分离的

条件下 ,表现为货币危机的可能性 ,而在单个资本循环过程以及

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过程中取得了发展的形式 ,表现为价值补偿

与实物替换成为资本运动得以顺利进行的强制性外在条件 ,表

现为货币危机的现实性。

四、信用制度下货币危机

信用是在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条件下 ,以商品赊销或货币

借贷的形式所体现的一种经济关系 ,“这个运动 ———以偿还为条

件的付出 ———一般地说就是贷和借的运动 ,即货币或商品的只

是有条件的让渡的这种独特形式的运动 ”。“正如本来意义的纸

币是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中产生出来一样 ,信用货币的

自然根源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 ”,货币的支付手段“随着

商业和只是着眼于流通而进行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

展 ,信用制度的这个自然基础也在扩大、普遍化和发展 ”,“商品

不是为取得货币而卖 ,而是为取得定期支付的凭据而卖 ”。可以

概括为“汇票 ”的支付凭据 ,在期满、支付日到来之前 ,本身又会

作为支付手段来流通 ,形成真正的商业货币 ,也形成真正的信用

货币如银行券等等的基础。

工业生产在信用制度基础上的经营随着工业生产的扩大而

扩大了“信用为单个资本家或被当作资本家的人 ,提供在一定界

限内绝对支配别人的资本 ,别人的财产 ,从而别人的劳动的权

利。对社会资本而不是对自己资本的支配权 ,使他取得了对社

会劳动的支配权 ”。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

的主要杠杆 ,将按性质来说可以伸缩的再生产过程强化到了极

限。一旦“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

度中 ,只要信用突然停止 ,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 ,危机显然就会

发生 ”,“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 ”,“在于

汇票能否兑换为货币。但是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 ,

而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 ,归

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 ”。信用制度下 ,信用关系扩展到资本

主义社会中几乎一切的经济关系 ,包括流通流域、生产领域、资

本市场 ,将再生产过程及其中蕴涵的矛盾对立强化到极致 ,而将

所有矛盾和对立集中表现为货币危机 ,表现为汇票能否兑换为

货币。信用制度成为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它所能达到

的最高和最后形式的动力 ,也助长了投机、欺诈和用社会财产去

进行赌博和冒险行为的盛行 ,从而加深了经济危机和各种矛盾。

五、国际贸易下的货币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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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作为世界货币的职能 ,必须摒弃各国的价格标准以及

铸币、纸币等形式 ,采取金银等自然形态。“在世界贸易中 ,商品

普遍地展开自己的价值。因此 ,在这里 ,商品独立的价值形态 ,

也是作为世界货币与商品相对立。只有在世界市场上 ,货币才

充分地作为这样一种商品起作用 ,这种商品的自然形式同时就

是抽象人类劳动的直接的社会实现形式 ”。金银作为世界货币

“最主要的职能 ,是作为支付手段平衡国际贸易差额 ”,充当财富

的绝对社会化身 ,把财富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每个

国家为了国内和国际市场的流通 ,都需要有准备金 ,而一旦准备

金枯竭 ,就可能发生支付危机。

国际间的贸易不平衡以及与之相伴随的贵金属流动同样可

能引发两国的货币危机。英国的棉纺织品或棉纱要卖给印度 ,

棉纱可能在印度再赊卖出去 ,并以此在印度赊购产品 ,作为回头

货运回英国 ,或把一张金额相当的汇票汇回英国。只要这种状

态延续下去 ,就会对印度的货币市场造成一种压力 ,它的反作用

可能在英国引起一次危机。这种危机 ,即使在它伴随着向印度

输出贵金属的情况下 ,也会在印度引起一次新的危机 ,因为曾经

从印度的银行取得贷款的英国商行和它们的印度分行会陷于破

产。偿付危机一旦在英国爆发 ,就可以看到没有卖出去的棉纺

织品堆积在印度 ,同时在英国 ,不仅堆积着没有卖出去的印度产

品的存货 ,而且大部分已经卖出、已经消费的存货还丝毫没有得

到货款。这种类型的货币危机的根源不在于国际贸易 ,而在于

贸易过程中以信用为基础的赊销关系 ,同时商品资本不能及时

转化为货币资本 ,表现为生产相对过剩 ,表现为生产过程和再生

产过程本身的失常。

通过进口和出口建立起来的信用关系 ,一切国家都会先后

卷入危机 ,同时由于出口和进口过多 ,以致支付差额对除多数国

家来说都是逆差。“例如英国正苦于金的流出。它进口过多。

但同时 ,所有别的国家堆积着过多的英国商品。所以 ,它们也进

口过多或被输入过多。危机也许首先是在英国 ,在这个提供信

用最多而接受信用最少的国家爆发 ,因为支付差额 ,即必须立即

结清的各种到期支付的差额 ,对它来说是逆差 ,尽管总的贸易差

额对它来说是顺差。这后一情况的原因是 :一方面它提供信用 ,

另一方面又贷给外国大量资本 ,于是除了真正的贸易回头货外 ,

还有大量商品流回本国 ”。在英国以金的流出作为开端并且伴

随这种流出而发生的崩溃 ,通过商人破产、廉价抛售商品、出售

外国有价证券、买进英国有价证券等方法筹措款项结清了英国

的支付差额。现在轮到另一个国家了。对它来说 ,支付差额暂

时是顺差。但支付差额和贸易差额之间平时适用的期限 ,由于

危机而废除或缩短 ;所有的支付都要一下子结清。因此 ,同样的

事情也在这里重演了。但是 ,一切国家都发生了进口过剩和出

口过剩 ;也就是说 ,都发生了生产过剩。以信用关系为基础的国

际贸易关系 ,使得货币危机从一个国家迅速蔓延到其他的国家 ,

通过货币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不过是信用在一些国家过度膨

胀导致这些国家同时出口过剩 (即生产过剩 )和进口过剩 (即贸

易过剩 ) ,接着就在这些国家发生同样的 ,表现为货币危机的总

崩溃。

六、小结

对比《资本论 》中所论述的货币危机与生产相对过剩危机 ,

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总是表现为

货币危机 ,因支付环节的问题而爆发 ;同时货币危机则是商品内

部所蕴涵的对立在生产相对过剩条件下的爆发。在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下 ,通过商品货币关系的纽带 ,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都

实现了社会化 ,同时原本在不同范围和环节中发生作用的危机

也在社会层面上实现了融合。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更多关注于

实物领域的生产和分配 ,而货币危机则集中于以货币为媒介的

商品流通 ,但在商品生产社会化的前提下 ,各种社会经济联系日

益紧密 ,危机多表现出混合特征 ,表现为生产相对过剩与货币危

机的混合形态。

生产相对过剩和货币危机作为同一次危机的两个方面 ,但

又表现出相对独立、各自不同的特征。经济周期中 ,处于复苏到

繁荣的阶段 ,生产与消费的矛盾相对缓和的情况下 ,可能单纯由

于货币因素而导致危机的爆发。“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

商品的货币存在 ,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 ,独

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 ,就是不可避

免的 ”。通货的实际的、与产业周期各阶段无关的膨胀或收缩 ,

可以只是由于技术上的原因产生的。同样在经济周期中 ,处于

繁荣到萧条的阶段 ,也可能由于货币的原因延迟危机的发生。

货币调节不能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危

机 ,但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延缓危机的爆发 ,但终将在更猛烈的

程度上、更大的范围内表现出来。正如马克思所说的 :“像

1844—1845年那样不明智的和错误的银行立法 ,只会加深这种

货币危机。但是 ,任何银行立法也不能消除危机 ”。

马克思时代所分析的货币主要为贵金属货币 ,马克思从交

换形态的历史分析中引出货币的基本职能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价值尺度 ,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在今天信

用货币或者债务货币成为主流的条件下 ,货币与实物商品摆脱

联系 ,货币价值尺度功能的淡化导致一国与区域内部乃至国际

性的通货膨胀。由于国际汇率变化而导致国际间的商品与资本

流动不平衡 ,某些国家从个人到政府积累起来的高额债务以及

相关的国际间债务与支付危机只不过是传统货币危机在当今时

代的最新形态 ,发源于《资本论 》中所论述的各种货币危机 ,只不

过采取了交错混杂或变化了的形式。例如美国爆发的次级房贷

危机不过是信用过度膨胀条件下 ,市场繁荣假象下的房地产价

格虚高超过了购房者的支付能力 ,由信用关系维系的支付链条

断裂所导致的货币危机。规模快速膨胀的美国对外债务只不过

是进口过多或者输入过多 ,通过别的国家接受美元支付 ,接受美

国提供的信用货币 ,同时买进美国有价证券等方法结清了美国

的支付差额 ,一旦美元作为主要结算货币的地位出现动摇或者

根本丧失 ,同样会导致国际性的货币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爆

发的原因也可以归结为信用膨胀 ,资本自由流动所导致的过度

购买、过度投资 /投机。东南亚国家接受信用 ,同时有大量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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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本流入 ,导致在国际市场上的过度购买 ,国内市场上的过度

投资 ,国内外金融市场上的疯狂投机 ,一旦信用紧缩 ,同时外国

资本流出 ,国内和国际同时爆发支付危机 ,被迫通过本币贬值廉

价抛售商品、出售外国有价证券、接受带有附加条件的国际紧急

援助贷款等方法筹措款项结清了国际的支付差额。中国当前也

存在着类似的情况 ,在国际贸易中大量提供信用 ,伴随着大量外

国资本流入 ,在对外贸易和资本流动方面呈现双顺差 ,被迫购进

外国有价证券 ,面临美元储备贬值和有价证券跌价的双重风险。

由于贸易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导致大量资本流入 ,国内流动

性泛滥导致通货膨胀 , CP I快速上涨 ,同时出现过度投资和生产

资料 ,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导致过度投机和资产泡沫的形成。

对美国出口过多 ,贸易巨额顺差推动人民币对美元升值 ;同时由

于出口过多导致购买过多 ,除对少数发达国家和经济体外 ,贸易

差额和支付差额都是逆差 ,蕴涵着未来爆发支付危机的可能性。

从当前的经济现实来看 ,经济危机发生作用的机制从根本

上看也没有背离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对于生产相对

过剩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分析。马克思的货币危机理论对于我们

今天认识和理解货币危机 ,防范金融风险仍然有着极其重要的

指导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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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41页 )考虑到话语方式的问题 ,对王国维的研究其真

正的意义与目的还在于发展中国文化的内涵 :“凡思考中国文化

发展的学者都重视《人间词话 》的意义 ”。在论及中西文化的融

通时却仅限于含义、内容的沟通层面 ,对《人间词话 》所采用的话

语方式却颇有微词 ,“这种形式 (指词话形式 )本身给人一种民族

文化的独特的感受。当然 ,这种形式也有自身的局限 ,即使对比

《红楼梦评论 》那样的论文形式 ,在理论的展开论证方面也显然

不足 ”。[ 15 ]随着新世纪的来临 ,西方学界语言学转向的深远影响

以及“中国文论失语症 ”问题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话

语理论及话语分析被积极用于学术研究中 ,中西文论话语存在

着差异及矛盾 ,传统文论话语的现代转换被提上议事日程。相

对于传统文化文论内容、意义的现代转换 ,话语方式的现代转换

更为困难与棘手 ,涉及操作层面的具体问题。所幸 ,这一问题得

到不少学者的重视。他们独辟蹊径 ,舍弃学界通常寻求理论观

点与诗学内容上的中西互通与独创的做法 ,对王国维阐述美学

思想的话语方式进行学术历程的探究 ,批评《红楼梦评论 》所采

用的生搬硬套的话语与学术范式 ,主张《人间词话 》才是中西文

论融汇的成功之作 ,它打通中西壁垒 ,架设起古典文论与现代文

论的桥梁 ,标志着“新的文论体系的构成 ”。[ 16 ]无论采用何种话

语方式 ,有何优劣 ,从话语的角度去分析王国维的意境论 ,都将

会是崭新的学术路向 ,在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背景下具有相当

重大的现实价值与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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