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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
“

怎样认识流通领域经济规律
”

一文 ( 《商业经济研究》 工983年第 2 期) 中
,

说明了决定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存在并发生作用的三个基本经济因素
,

即生产资料公有

制
、

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形式
,

并且
,

就同公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有关的经济规

律进行了讨论
。

本文再就同商品经济有关的经济规律及其在流通领域的表现
,

继续进

行探讨
。

在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还保留着商品经济形式
,

因而商品经济的各种客观规律

仍在不同程度上发生着作用
。

我们认为
,

表现在流通领域中的商品经济规律有
:

一
、

等价交换规律,

二
、

商品自愿让渡规律,

三
、

商品竞争规律,

四
、

商品供求平衡规律
;

五
、

货币流通规律
。

下面我们就分别谈一下这几个经济规律
。

一
、

等 价 交 换 规 律

在流通领域中
,

商品要按照价值量相等的原则进行交换
,

实际上这是价值规律在流通

过程中的表现
。

马克思说
: “

交换规律只要求彼此出让的商品的交换价值相等
。 ”

(({ 马恩

全集》第 23 卷第64 1 页
。

) 这就是呱 商品所有者在交换中
,

要相互比较商品中所包

括的价值量
,

被认为相等时才能成交
。

但是
,

社会劳动生产率是不断变化的
,

商品

的价值量处于经常的变动之
`

卜
,

现实生活中的每一次商品交换总是在高于或低于价值

的情况下进行的
,

商品价值量完全相等的交换是极其偶然的
。

然而
,

正如列宁所说
,

商品的价值正是在这种妈然的亿万次的商品交换活动中确立起来的
。

等价交换作为一

种总的趋势
,

是在无数次不等价交换中实现自己的基本要求的
。

任何一个商品生产者

都力图在高于自己商品价值的情况下销售自己的产品
。

但是他的产品的个别价值是否接

近于社会价值
,
以及能否高于其价值出售却需要在交换中同其它商品相比较才能证实

。

一般来说
,

如果在交换中
,

他的商品经常在价值量以下出售
,

那么
,

这个生产者就无法

获得应有的利润 , 如果它经常在成本以下出售
,

那么
,

生产这种商品所耗费的各种生产

资料就不能得到补偿
,

他不仅不能扩大生产
,

甚至难以维持原有规模的生产经 营
。

因

此
,

努力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
,

追逐在价值以上出售自己的产品
,

是每一个商品生产者



的奋斗目标
。

就整个社会来说
,

凡是在价值以上出售商品的人的所得
,

也就是所有在价

值以下出售商品的人们的所失
。

生产者之问相互竞争的结果
,

总是使交换趋向等价的方向

发展
。

在商品生产领域
,

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决定价值的规律 ;在商品流通领域
,

表现为不

断趋向相等价值量的交换
。

价值规律或等价交换的规律就是这样鞭策着商况
i

生产者和销

售者不断降低成本
,

提高劳动效率
,

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生产的发展
。

假如
,

商
.
钻价格脱离

价值
,

长期的不等价交换
,

那就势必使那些价格低于价值的产品逐步减少
,

而在交换中

获利较多的产品会迅速增加
。

其结果
,

必然要造成社会劳动的大量浪费和社会生产的比

例失调
,

从而阻碍社会生产的发展
,

破坏整个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
。

社会主义社会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
,

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发展 是在计划指

导下进行的
。

但是
,

在存在商品经济条件下
,

还必须充分注意等价交换规律对商
.
异

:

流

通
、

生产以至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

要适用这一规律
,

使它的作用方向与计划的要

求相 一致
,

以促进经济计划的完成
。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一再表明
,

价值规律在社会

计划经济中起着巨大的作用
。

由于商品价格与价值的背离同计划要求不一致
,

往往使工

业
、

农业和商业企业时常发生向着不符合社会需要方向发展的情况
。

有的产
.

易的生产经

常完不成预定的计划
,

甚至发生花色品种减少
,

质量下降
,

出现生产姜缩
,

尽管采用多

种行政措施仍然收效甚微 ; 有的产品则不断突破计划
,

由子它们增长过快
,

已经造成过

剩
,

比例失调
,

虽经多方面的调整
、

压缩
,

但仍在不断增长
。

造成这种情次的原因是很

书的
,

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产品在流通过程中未能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
。

前

一种情况总是伴随有价格低于价值的交换
,

后一种情况总是在价格高于价值的持续交换

条件下发生
。

因此
,

研究和充分利用等价交换规律
,

使这一规律的作用同整个经济发展方向
、

同

计划经济的要求
、

同具体经济计划的日标相一欣
,

是社会主义经济学中的一个重大课题
。

二
、

商品自愿让渡规律 ,

什么叫商品自愿让渡? 自愿让准也可以叫自愿交换
,

就是说进行交换商品的双方必

须是相互自愿才能成交
。

商品交换过程中这种自愿让渡或自愿成交的规律是由商品二重

性— 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所决定的
。

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
。

马克思说
:

商品交换过程中
“

商品要表现为交换

价值
,

表现为物化劳动
,

就是先作为使用价值来 转移
“ ·

… 。 ”
(《马恩全生

叭

第 13 卷

第 33 页 ) 作为商品生产者
,

他不需要自己商品的使用价值
,

而是需要商
.

话的价

值
,

以便用它换取自己需要的 另一种使用价值
。

但是
,

商品价值的真正实现又 只能

经过交换
,

由另一个商品的使用价值表现出来
。

他作为商品出售者要实现商品的价

值
,

作为商铭的购买者要取得商品的使用价值
,

这是商品白身矛盾在市场 卜的反映
。

马克思 说
: “

互相对立的仅仅是权利平等的商品所有者
,

占有别人商品的手段只能是

卫 关于《自愿让渡规律问题》 ,

我们曾于 ! 979 年底写 《论商品交换中的自愿让渡原则》 一女
,

刊于
“
山西材经

学 院学报
” 拍 的 仁试刊第一期

,

后经修改又载于 《经济研究丛刊》 《社会主义政洽经济带梦见某木理论间

题》 (山东出版让 ) 一书
。



让渡自己的商品
” 。

( 《马恩全集》第绍 卷第 64 0种 在直接的物物交换情况下
,

交

换双方在让渡自己商品的同时
,

就占有了别人的商品
。

每一次交换完成
,

交换双方

都实现了自己商品的价值
,

同时又都取得了适合自己需要的使用价值
。

如果就一 个

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来说
,

交易完成
,

交换双方各取其一
。

虽然在以货币为媒介

的简单商品流通中
,

流通过程表现为商品生产者让出商品换回货币
,

再用货币购买商品
,

但是
,

商品所有者在巾场上互相对立或发生交换活动时
,

他们仍然具有一个共同特点
,

这就是交换双方都要实现自己商品的价值并且取得相应的使用价值
。

商品交换过程中自

愿让渡的必然性就产生于这一特点之中
。

从实现商品价值来说
,

在通常情况下
,

商品所

有者只能在接近寸商品价值的条件下方能出售商品
,

否则他就要蚀本
。

亏本过多
,

不用说

扩大生产经营
,

就是连简单再生产或在原有规模上的经营也不能维持
。

从取得使用价值

方面来讲
,

商品购买者在市场上寻求他们需要的使用价值
,

只有在商品的使用价值适合

他的消费 (生产的或生活的) 需要的条件下
,

他才能买进这个商品
。

正如马克思所说
:

“

为了使这些物作为商品彼此发生关系
,

商品监护人必须作为自己的意志体现在这些物中

的人彼此发生关系
,
囚此

,

一方只有符合另一方的意志行为
,

才能让渡白己的商品
,

占

有别人的商品
。 ”

(《马恩全集》第23卷第1眨页
。

)商品生产者只有不断地实现他的商品价

值
,

并不断地取得适合他生产和生活消费需要的使用价值
,

才能持续地进行生产
。

商

品经营者必须不断地把适合人们生产和生活消费需要 的使用价值转送到消费者手 中
,

并且获取利润
,

他才能持续地进行商品的经营
。

所以说
,

商品自愿让渡的规律表现

在商品交换中
,

一方面是要按照等量原则实现商品的价值; 另一方面是要取得与其消

费需求相适应的使用价值
。

这是自愿让渡规律的两个基本点
。

在商品交换过程中
,

这

两个基本点是互为条件的
,

如果商品不能按照等量价值进行交换
,

商品生产者没有得

到足够的价值量用以换回他所需要的相应数量的使用价值
,

商品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耗费

就得不到补偿
,

再生产就要受到影响
。

如果商品的使用价值不适合于他的消费 (生产和生

活的) 需要
,

买卖双方不能成交
,

商品的价值就无从实现
。

如果违 反自愿原则在强制

下成交
,

虽然实现了商品的价值 (其实是虚假的 )
,

但商品的使用价值却可能闲置无用
,

造成社会财富的浪费
,

妨害社会再生产的正常进行
。

十分明显
,

在商品经济中
,

如果不

是交换的价值不相等
,

或者是使用价值不符合消费需要
,

就不可能有不自愿的交换活动

发生
。

由此可以看到
,

商品交换的实现并不取决于商品的当事人的主观愿望
,

想交换就

交换
,

不想交换就不交换
,

想交换多少就交换多少
。

而是取决于交换双方必须能够等

量地收回商品的价值
,

并且能够取得适合自己生产或生活消费需要的使用价值
,

否则就

不能保持他们生产和经营的正常进行
。

可见
,

自愿让渡是商品交换这一经济过程中的不

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

过去
,

我们在经济理论上常常只注意论证价格应符合价值
,

按等量原则交换商品的

必要性
,

而忽视在使用价值上满足购买者消费需要的问题
。

我们认为
,

按照等量原则实

现商晶价值和在使用价值上满足购买者的消费需要
,

这是一个间题的两个方面
,

因为
,

从社会再生产总过程来看
,
一方面要求从价值上补偿所耗费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 另一

方面又要求从物质形态上补充已消耗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

所以
,

仅仅有在等价原则
口



下的价值实现而没有使用价值上的满足
,

还不能解决已消耗的生产资料在物质形态上的

补充问题
,

社会再生产仍然无法进行
。

因此
,

研究和探讨商品自愿让渡的规律性
,

有利

于进一步搞好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流通和促进生产的发展
。

三
、

商 品 竞 争 规 律

过去
,

有些同志把商品竞争看作是私有制的必然产物或资本主义所有制特有的东

西
。

其实这是不准确的
。

商品竞争是商品经济的一个客观规律
,

只要存在商品经济
,

它

就必然会发生作用
。

马克思指出
,

商品是用作交换的劳动产品
,

商品的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两种使用价

值相互交换的数量对比关系
。

一个商品的价值
,

只能通过交换由另一个商品的使用价值

表现出来 ; 而它的使用价值也只有通过交换 (实现了价值之后 ) 才能实际发生使用效

能
。

一个商品的内在矛盾一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
,

要依赖于另一个商品来解决
,

即

依赖于同另一个商品相比较
、

相较量来解决
。

所以
,

商品自身的矛盾运 动就孕育着竟

争
。

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
,

货币的出现
,

商品的内在矛盾一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发

展为商品和货币相对立的外部矛盾
:

一方是千百万种以使用价值出现的商品 ; 另一方是

货币
,

它表现为一切商品的价值
。

所有的商品都要通过货币来表示自身价值的高低
,

也

只有货币才能表示每个商品的贵贱
。

货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
,

也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

的矛盾
。

货币的使用价值就是它能够和任何商品相交换
,

所以
,

它在质上是无限的
,

但

是
, `

已在量上又是有限的
,

因一定数量的货币只能购买一定数量的商品
。

货币在质上的

无限性和在量上的有限性的矛盾
,

促使每个货币所有者在市场上努力以有限的货币换取

最需要的
、

最大的使用价值
。

因此一切商品在货币面前都要有竞争
:

商品多了
,

购买者就

挑选; 商品少了
,

购买者就抢购
。

总之
,

货币所有者都将为取得商品的使用价值而竞争
。

作为商品的所有者
,

他们都竭力设法为及早地把自己的商品交换成为尽可能多的货币
,

因而都要努力地为争取货币所有者购买白己的商品而竞争
。

这种竞争构成商品生产的一

种强大的经济推动力
。

商品竞争是商品经济固有的规律性
,

只要有商品流通
,

只要有商品和货币的交换
,

就存在着商品互相竞争的规律
。

但是
,

这一规律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下
,

发生作用的形式

和结果是不同的
。

在小商品生产条件下
,

竞争规律是通过小商品生产的特点发挥作用的
。

小商品生产

的劳动二重性— 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
,

决定了生产的盲目性
,

竞争规律加深了

这种盲目性及其所造成的生产与需求之间不平衡的后果
。

同时
,

竞争规律也和价值规律

一起
,

不断地调节着这种不平衡
。

商品竞争促使生产者改进技术
,

提高劳动生产率
,

同

时也使大批的小生产者日益破产
。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
,

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和私人 占有 之 间的矛

盾
,

带来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

不断地造成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

在这里
,

商品竞争发

挥着更大的作用
,

它同价值规律
、

剩余价值规律等一起
,

既在推进资本主义生产
,

平衡

各神比例关系方面起作用
,

也在加深无政府状态
,

加重经济危机方面起着巨大作用
。



社会主义经济中商晶竞争规律也在发生作用
。

列宁说过
, “

竞争是资本主义和一般商

品生产的特征
。 ”

((( 列宁选集》第 2卷第 807 页)
。

既然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

和经济结构复杂
,

因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将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 那么作为商

品生产的特征之一的竞争也就必然会客观地发生作用
。

有人对谈论社会主义经挤中存在竞争一事感到新奇
。

其实这并不完全是新的问题
。

从新中国建立直到 1956 年三大改造完成以前, 社会主义经济 (包括工业
、

商业
、

农业 )

与小私有经济
, 以及资本主义经济成份等同时并存

,

国营企业必须在同私营企业
、

合营

企业声争中壮大自己
,

并在竞争中取得对于市场的领导权
。

当时
,

整个商品流通领域的

竞争是在多种经济成分
、

多条流通渠道
、
多种交换形式并存的情况下展开的

。

它促进了

生产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

也使商业企业提高服务质量
,

方便群众购买
,

从而有助

于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
。

后来
,

由于商业形式单一化
,

商业网点大大减少 , 加上工商间的统购包销
、

农商闻

的统购派购品种日益扩大
,

因而商品竞争规律的作用被削弱
。

不仅如此
,

由于在经济理

论上把竞争视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
,

所以
,

认为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

之后
,

竟争规律当然就完全失去了存在的根基
。

在我国社会主父经济中由于商品经济的客观存在
,

商品竞争规律仍然在发生作用
。

只不过由于人们忽视它
,

不承认它的存在
,

所以对于它有利于生产发展
,

鼓励先进
,

鞭

策落后的作用也没有很好地发挥
。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
,

商品章争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商品生产者竞相以最小的耗费取得

最大的经挤效果而进行的经济较量
。

在流通领域里
,

这种较量则表现为相互比较谁的商

品物美而价廉
。

这种以物美价廉为中心内容的商品竞争
,

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方向
,

同

满足人民需要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

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是一致的
。

比如
,

在生产者之间
,

为争取商品销路
,

如何以适合人们消费的品种
、

质量
、

花色
、

款式去占

领更大的市场份额而进行的竞争
。

商业处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中介地位
,

商品竞争

则从多方面反映出来
:

在生产者面前
,

由于他们代表着消费者对商品的质量
、

规格
、

价格

等方面进行选择
,

从而促进生产者生产物美价廉的商品, 在消费者面前
,

他们又代表生

产者
,
不断地指导消费活动

,

促进消费者争选各自需要的商品; 在商品经营者相互之

何
,

竞争又表现为他们要尽力提高服务质量
,

扩大商品销售量
,

降低商品经营过程中各

项支出
,

以争取更好的经营成果
。

所以
,

我们应该善于运用商品竞争规律
,

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

繁荣市场
,

为更好

地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起一定的促进作用
。

社会主义经济中
,

商品竞争规律发生作用的客观条件和作用的后果
,

与资本主义社

会是不同的
。

其主要区别表现在
:

(1 ) 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
,

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要求人似

自觉地去调节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主要比例关系
,

所以竞争不再构成调节社会生产
、

平衡各

经济部门比例关系的主要力量
;

.

( 2 ) 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
、

货币的所有者都是劳动者
,

他们之间的商品交换活动



不存在经济利益上的根本对立
,
因而商品竞争不再象资木主义社会那样表现为资本家之

间的弱肉强食
,

你死我活的斗争 ,

( 3 ) 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力不再是商品
,

因而没有剥削
,

竞争也不会引起对于剩余价

值的追逐 ;

(4) 社会主义的商品流通主要是由社会主义商业有组织进行的
,

我国国营商业和供

销合作社商业是整个社会商品流通过程中的基干力量
,

因而不可能使流通过程完全失去

控制
,

造成经济生活的无政府状态 ;

(5 ) 社会主义商品流通是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有机组成部分
,

对于竞争所带来的某

些盲目性
,

甚至某些比例失调现象
,

国家可以通过社会经济力量
、

通过各项经济政策
,

利用各种经济杠杆的作用来进行有计划地调节
。

这些条件决定了社会主义下的商品竞争
,
可以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展开

,

从而

成为鼓励先进
,

鞭策落后
,

克服惰性
,

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力量
。

四
、

商品供求平衡规律

社会生产与社会需求之间是相互依存
,

互为条件的
。

在商品经济形式下
,

他们之间

的对比关系
,

是通过流通领域
,

通过市场商品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反映出来的
。

在商品供求

关系中
,

商品的
“

供给
”

就是
“

处在市场上 的产品
,

或者是能够提供给市场的产品
” ,

似马恩全集冷第 25 卷第 2 08 页 )
。

也就是指向市场提供的不同产品的使用价值的
“
组

合
” 。

商品的
“

需求
”

就是市场上出现的对商品有货币支付能力的需求
,

即对不同使用价

值的社会需要
。

无论商品的供给或需求都是有空间和时间界限的
。

所谓商品供求关系
,

就是指一定时间内
,

向某一市场所提供的由不同商品构成的使用价值的
“

组合
”

与市场上

对不同使用价值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要之间的对比关系
。

货币出现以后
,

商品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便转化为商品和货币的对立
,

从而进一

步发展了商品二重性矛盾
。

货币作为商品交换的中介物
,

打破交换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统

一
,

使商品的买与卖分裂为两个独立阶段
,

从而加剧了商品供给与需求的脱节
。

商品供给和商品需求之间是互相联系
、

互相制约
、

互为条件的
。

供给的商品要通过

需求来实现
,

商品的需求又要有商品的供给来不断满足
,

供求双方要求彼此互相适应
。

社会化大生产愈发展
,

生产社会化程度愈提高
,

专业化分工越细
,

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相

互依赖关系也就越密切
,

供给与需求互相适应的要求也就越高
。

社会的需要是不断变

化的
,

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
,

其变动性会日益加剧
,

而社会生产和由生产所决定的商品

供给的发展与变化
,

则是相对稳定的
。

但是
,

并不只是社会需要推动生产与供给的发展
,

生产
,

特别是新产品的生产和供给
,

也会直接引起新的消费需求
。

供给要不断地适应需

求
,

又要适应供给
。

因此
,

商品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经常是处于一种既要相适应又不能完全

相适应的状态之中
。

供给和需求之间就是这样不断地由不适应走向适应
,

从适应转到不

适应
,

再从不适应走向适应
·

一
,

如此周而 复始
,

这就是商品供求矛盾运动的规律性
。

正是商品供给和需求作为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
,

组成了矛盾运动的总体
,

推动着商品经

济的发展和市场规模的扩大
。

在商
.

钻经济条件下
,

供给和需求这一对矛盾
,

在不平衡过



程中所建立起来的新的平衡 (包括价值和使甩价值的平衡)
,

是社会再生产得以正常

进行并不断发展的前提条件
。

所以
,

马克思把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称作社会经济发展

的一种动力
。

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
,

过去一直有一种很有影响的理论观点
,

即认为商品供过于

求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
,

而商品的供不应求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必然现象
,

是社会

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
,

有时甚至把在社会主义下商品供给赶不上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

求现象
,

说成是人民消费水平提高的表现
。

由于把日用消费品的生产发展速度落后于有

支付能力需求的增长速度看作是正常的经济现象
,

因而就不能不忽略商品供求平衡的必

要性
。

当然
,

也就更没有必要去寻找造成经济比例失调的原因了
。

妨碍人们正确认识商品供求运动规律的原因很多
。

其中在哲学思想上的片面性所造

成的影响较为深远
。

这就是把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的绝对性过分夸大
,

并使其绝对

化
,

轻视乃至完全否定平衡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
,

否定平衡是事物健康发展的正常状态
。

按照这种观点来看
,

既然平衡是暂时的
、

相对的
、

有条件的
、

转瞬即逝的
、

那当然就是

微不足道的了
。

所以
,

只有无条件的
、

绝对的不平衡
,

才能构成事物发展的规律性
。

实践表明
,

商品供求矛盾的运动如同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样
,

始终是在平衡与不平衡

的对立统一状态中存在和发展的
。

矛盾双方的对立或斗争是绝对的
,

统一是相对的
。

处

于绝对状态的不平衡总是向着平衡的方向发展
。

商品的供给和需求的矛盾表现为不平衡

— 平衡— 不平衡一平衡的运动
。

但是平衡是这种运动的内在要求
。

供求平衡
、

供

求相适应
,

才是供给和需求矛盾这一经济现象的本质特征
。

所以说
,

不平衡或不相等的

绝对性并不否定平衡或相等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表现为客观规律性
。

既然商品的供给和需

求的矛盾运动
,

总是向着供求平衡的方向发展
,

那就表明
,

供求不断趋于平衡是供求矛

盾的内在要求
。

正是商品供求之间存在着平衡要求
,

它才成为一种推动力
,

推动着商品

生产和商品交换不断地向前发展
。

马克思曾经指出
: “

供给和需求必定要经常趋向于相互

平衡
,

虽然这种平衡只能靠一个变动补偿另一个变动
,

以下落补偿上涨来实现
,

或者相

反
。 ”

(《马恩选集》第 2卷第 n 了页 )可见
,

商品供给和需求之间不断趋向平衡
,

这是商

品经济中的供求矛盾现象间的本质联系
。

因此
,

我们认为
,

商品的供给和需求之问的矛

盾运动总是向供求平衡的方向发展
,

这是商品供求矛盾运动的规律性
。

供求平衡规律的基本要求是什么呢? 它的基本要求是供给必须符合需求
、

又决定需

求
。

供给与需求双方是互为条件的
,

供给决定着需求的物质对象
,

需求又支配着供给的

目的和方向
。

供给决定需求是显而易见的
,

如同没有劳动产品就无从消费一样
,

没有供

给也不会有需求
。

但是
,

更重要的是供给必须符合需求
。

因为商品的有用性在于它是为

了满足消费需要
,

商品的这一性质决定了商品的供给必须与消费需求相适应
。

事实 l:
,

有了某种需求才会有某种产品的生产
,

所以
,
只有符合需求的供给

,

才有无限的生

命力
。

商品流通是亿万次交换活动组成的
,

在这亿万次交换活动中
,

各式各样的不平衡会

接连不断地发生
。

商品供求平衡规律正是在纷乱如麻的亿万次的商品交换中调节着一对

对供求矛盾
,

使它们在时而偏离
、

时而一致的颠簸中相互抵消
,

使各种不平衡趋于平



衡 ; 一旦平衡之后
,

供求又会越过平衡走向不平衡
,

但供给与需求(还有价格
、

竞争等)

的相互作用
,

总是使它们不断地去接近新的平衡
。

所以
,

商品供求平衡趋势是存在于商

品流通领域的客观规律
,

是商品流通的内在推动力
,

推动着商品交换与商品生产的发展
。

五
、

货 币 流通 规 律

货币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
,

从普通商品分离出来
、

专门在商品交

换中起媒介作用的特殊商品
,

它表现一切商品的价值
,

是衡量每一个商品价值量大小的

尺度
。

货币在商品流通中的这种媒介作用
,

使它具有自己的特殊运动规律
。

在我们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商品交换活动
,

商品出售者总是首先把商品换成货币
,

购

买者总是把已经据为己有的货币再去换取商品
。

所以
,

每一次商品交换
,

货币总是处在

两个商品之间
,

就一个社会每天都在进行的亿万次商品交换而言
,

货币始终是处于中介

的地位
。

货币在商品流通全部过程中的这种中间地位和媒介作用表明
,

货币流通只是商

品流通的反映
,

这种地位和作用也决定了货币的运动必然要从属于商品交换运动
。

但是
,

在商品流通领域中
,

货币的运动过程又具有自己的特殊方式和独特之处
。

这主妥表现在
:

<一 ) 货币作为商品流通的媒介物
,

它完成一次
“

媒介
”

作用之后并不退出流通过程
,

相

反
,

除了被当作贮藏手段而退出流通过程之外
,

它总是继续停留在流通过程
。

(二 ) 货

币的运动方向总是同商品的运动方向相反
,

即商品从甲方转让到乙方
,

货币则从乙方转

向甲方
。

货币运动的这种特殊性
,

使得货币在总的隶属于商品流通的范围内形成自己的

流通规律
。

简单地说
,

货币流通规律就是由商品流通需要来决定货币流通量
,

或者说货币流通

量是由商品价格
、

商品的流通数量和速度所决定的
。

马克思把这一规律表述为
,

作为流

通手段的货币的量
“

决定于流通商品的价格总额和货币流通的平均速度
”

的规律 ( 《马恩

全集井第 23 卷
,

14 2页 )
。

具体地说
,

流通过程所需要的货币量取决于
:

①商品数量
,

进入流通的商品数量增长
,

流通的货币量就需要相应增加; ②商品价格的变动
,

流通中

的商品价格上升
,

流通货币量就要增长
,

反之
,

即相应减少 ; ③货币的流通技度,

货

币流通速度实际上也就是流通中商品新陈代谢的速度
。

货币流通速度与货币需要 成反

比
。

速度愈快
,

需要货币量就愈少
。

这三方面的因素都是时刻变动的
,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
:

这三个因素按不同方向和不同的比例变动
,

可以有多种多样的组合
,

除了个别时期的特

殊情况外
,

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数量的平均水平
, 一般是相对稳定的

,

即比人们根据

表面现象所预料的变动要小得多
。

所以
,

马克思概括地指出
:

_

道卢IJ立鱼鱼颤
-

同名货币的流通次数
二

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量
。

这个规律是普遍适用的
。 ”

(《马

恩全集》第 23卷第 冷 9页 )当然随着交换形式的发展
,

在商品价格总额 (流通商品量乘

以价格 ) 中还要减去赊销的商品价格总额
,

加上到期应支付的货币总额
。

随着货币职能的发展
,

各个国家在不同时期都出现了铸币
,

即在一国或一定地区之

(下转第8 9页 )



学会成立之前
,

尽快建立地
、

市商经学会筹备组
,

省直厅
、

局筹建份业研究会
,

做好成立

大会的准备工作
,

会议还决定创办会刊
.

会刊定名 《山东商业经济研究》
,

折为内部发

行
。

九月二 日
,

省商经学会筹备组义召开 f 省成立大会顶备会议
,

讨论 f 召开成介
_

苏

会的有关具体准备事项
。

三
、

贵州省商业经济学会已于六月二十一 日至二十五日正式成立
。

出席会议的有省
、

地
、

市
、

商业
、

粮食
、

供销
,

及工商
、

医药等部门
,

财贸院校
,

科
一

研单位等代表共 16 。余人
。

省政府领导周衍松同志
、

申云浦同志
、

李庭桂同志出席会议并讲了话
,

强调成亿商\L] 经

济学会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 省学会筹备组组长周国玺同志作了关于筹备工作的报告
,

省

经委主任刘玉林同志
,

省社科院副院长石铮同志以及省商业厅
、

粮食厅
、

工商局的领导

同志也在会上讲了话
。

大会还收到中国商业经济学会
、

四川省商业厅
、

贵州省社科院
、

省社联
、

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以及省内兄弟学会等单位的贺电
、

贺信
。

会议期间
,

代表们还就商业体制改革问题 (包括粮
、

供
、

商)展开了学术讨论
,

大会共收

到论文 57篇
。

大会讨论通过了贵州省商业经济学会章程
,

并 决定出版会刊 《贵州商业经 济》 ;
最

后
,

会议选举产生了学会的领导机构一理事会和常务理事
。

领导成员的名单是
.

会长
:

申云浦
,

副会长
:

方荣涤
、

史光升
、

周鹏飞
、

徐显义
、

翟向道
,

秘书长
:

史光升(兼)
。

名件会

长
:

李庭桂
,

顾问
:

史铭林
、

车民
、

陈洪涛
、

周国玺
、

张庆钊
、

张金屏
、

段义米
、

黄启先
、

翟树仁
。

四
、

福建省商业经济学会筹备组在 5 月 21 日省 财贸办公室召开的
、

有省商业 )J
、

供销社
、

粮食厅和省社科院等单位参加的会议上宣布成立
。

会议着重讨论了学会筹备组

组成人员以及筹备组近期的工作
。

筹备组成员有畅乙萍
、

沈云卿
、

江治民
、

施修霖
、

力

伯昌
、

陈敬桐等十三位同志
,

组长畅乙萍
,

副组长沈云卿
、

江治民
、

施修霖
、

力伯昌
。

筹

备组暂设在省商业厅内
,

挂靠单位省商业厅
。

(」二接第 8 页 )

内通用的具有固定形状
、

一定重量与质地和一定面额价值的金属货币
。

后来又进一步发

展
,

演变成纸币
。

纸币自身没有价值
,

只是代丧真王货币价值的符号
。

纸币的出现给货

币流通增加了新的内容
,

使货币流通规律又有了新的变化
。 “

纸币流通的特殊规律只能从

纸币是金的代表这种关系中产生
。

这一规律海单说来就是
:
纸币的发行限于它象祖地代

表的金 (或银 ) 的实际流通的数 量
。 ”

(《马思全集》第 2 3 卷
,

第 1 4夕页 )
。

如果纸币发

行数量超过了流通实际需要的真实货币— 金或银的数量
,

那么
,

纸币所代表的真实货

币量就会按比例地降低
,

于是通货膨胀的现象就会在经济生活中出现
。

货币流通规律的客观要求是商品经济中的一神强有力的经济力量
。

在厂
’

泛使用纸币

流通的情况 l: ,

纸币发行量的大小
,

收回的结果如何
,

市场上保持货币流通址的多少
,

对于整个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

因此
,

有计划控制纸币发行与回收数

量
,

恰当地使用存款放款的利息率这一调节货币流通量的杠杆
,

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 l }
-

当运行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

(作者工作单位
;

中国汁科院财贾物资经济研究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