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章 货币供给



本章学习要求本章学习要求  

    在这一章中，我们将讨论货币供给统计口径的

划分；存款货币创造机制；货币供给的决定因素以

及中国的货币供给。学完本章后，你应当知道：

    货币层次是如何划分的； 货币是如何进入流通领域的；

    什么因素会导致货币供给量发生变化； 

    中国的货币供给是怎样的。



本章教学内容本章教学内容  
   

  第一节  货币供给统计口径

  第二节  存款货币创造机制

  第三节  货币供给决定因素

  第四节  中国的货币供给

   



一、货币货币范围的扩展

二、货币供给统计口径的划分 

1.划分货币层次的依据及意义划分的依据：

      不同形式的货币具有不同的流动性。

划分的意义：

（1）便于中央银行进行宏观经济运行监测和货币政策操作。

（2）促使各类金融机构的创新和相应反应。

第一节第一节    货币供给统计口径货币供给统计口径



2.货币层次的划分的三条原则

      （1）流动性的强弱；

      （2）与经济的相关性；

      （3）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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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世界各国货币供给统计口径的划分

      （1）美国的货币供给统计口径

　　　（2）英国的货币供给统计口径

      （3）日本的货币供给统计口径

      （4）中国的货币供给统计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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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货币供给划分为以下三个层次：

      M0 = 流通中现金

       M1 = M0+企业单位活期存款+农村存款+机关团体

             部队存款+个人持有的信用卡类存款

       M2 = M1+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企业存款中具有定期

             存款性质的存款（单位定期存款和自筹基建存

             款）+外币存款+信托类存款+证券公司客户保证

             金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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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第一节    货币供给统计口径货币供给统计口径

存款种类：定期存款、活期存款、储蓄存款

       定期和活期都是针对企、事业单位，而储蓄存款针对

的是个人储户。因此，储蓄存款包括：定期、活期、定活

两便储蓄、整存整取、零存整取、整存零取、存本取息、

个人通知存款、个人支票储蓄存款



第一节第一节    货币供给统计口径货币供给统计口径

M1被称作狭义货币，是现实购买力；

M2被称作广义货币；

M2与M1之差被称作准货币，是潜在购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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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货币供给有关的几个概念

1.货币存量和货币流量

2.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

3.实际的货币供给量与合理的货币供给量

补充知识：货币供给概述补充知识：货币供给概述



一、商业银行创造存款货币的前提条件

    1. 部分准备金制度

    2. 非现金结算制度（转帐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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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始存款、派生存款和存款准备金

原始存款指商业银行吸收的，能增加其准备金的存款。

派生存款是指商业银行用转帐结算方式发放贷款或进行

其他资产业务时所创造出来的存款。

   存款准备金=库存现金+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

   法定准备金=法定准备率×存款总额

   超额准备金=存款准备金-法定准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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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存款货币的创造与消减过程 

假定：

（1）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r=20%；

（2）银行将上交法定存款准备金后的资金全部
用于发放贷款；

（3）客户将获得的贷款全部以活期存款的形式
存入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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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银行资产负债表：

B银行资产负债表：

资            产 负           债

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存款   2 000 存                 款          10 000

      贷                     款             8 000

资            产 负           债

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存款   1 600 存                 款          8 000

      贷                     款             6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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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     支票存款增加额     贷款增加额      准备金增加额

  A               10 000                    8 000                  2 000
 B                 8 000                    6 400                  1 600
 C                 6 400                    5 120                  1 280
 D                 5 120                    4 096                  1 024
 E                  4 096                    3 276.8                 819.2
……              ……                     ……                    ……

存款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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