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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roda, Akinobu. ’A Global History of Money Viewed from the Ground’.

What is the main question raised in the paper?

作者在本文中試圖從頭審視世界貨幣史，分析歷史上貨幣形成的原因與過程，

並也試著打破一些現代貨幣學說的迷思，跳脫現代使用貨幣的思維，重新去建

構人們對貨幣的理解。

Why should we care about it?

許多現代的貨幣理論或我們習以為常跟貨幣有關的常識並不能完全適用於歷史

上的實例，例如「劣幣驅逐良幣」在過去並不總是成立，又或是歷史上也曾出

現當貨幣供給減少，物價卻反而上升這樣的例子。作者指出，唯有從頭理解貨

幣的發展演進，配合當時的社會情況進行分析，才能對這些案例有正確的認

識。

What is the author’s answer?

本文其中一個重要結論，就是相對於現代法定貨幣由政府統一發行的「外生」

性質，歷史上的貨幣大多是順應著當時的商業模式或人民對交易的需求，由參

與交易的人們「內生」出的產品。也正因如此，過去的貨幣種類繁多，但卻有

著不同的功能性與互補性，面值大的貨幣適合用在跨區域、大量的交易，而面

值小的貨幣就適合用在小範圍、小量的交易上。兩種不同貨幣的兌換也跟現在

匯率的運作方式不同，以白銀跟銅錢為例，人們並不會單只考慮這兩種貨幣的

兌換比率，而是考量到白銀跟銅錢各自能換得的物品價值，畢竟兩者的交易功

能並不相同，就如同上述貨幣面值大小的差異一樣，而這也導致了這兩種貨幣

間不會只有固定的單一匯率。白銀和銅錢有著不一樣的交易需求與功能性，也

並存於歷史上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這正是作者文中所提的貨幣的多元性與互補

性。

How did the author get there?

作者根據交易的familiarity (區分為匿名性，如現金交易，和記名性，如貸款、

延遲付款) 與distance (有無第三方參與) 這兩個二元性質將交易型態區分為四

大類，而正因為沒有哪一種貨幣或支付方式能同時滿足這四種交易，使得人們

發展出多元的貨幣以滿足不同的交易需求，而這四種交易型態的比例分配，也

想當然影響了各地的貨幣型態，作者便透過解析不同年代地區的交易方式，來

解釋貨幣的發展歷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