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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货币供求理论

一、货币的供给

Ø货币的概念与统计、信用货币的创造过程、货币供给的

内生性与外生性

二、货币的需求

Ø传统货币数量论、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弗里德曼的现

代货币数量论、货币需求理论发展的脉络

三、货币均衡与总供求

Ø简单的货币市场均衡、货币均衡与市场均衡、货币供给

的产出效应及其扩张的界限



货币供给

•  



货币供给

货币的概念

Ø货币经历了从商品货币（贝壳、石头、香烟）到金属货币

（金、银、铜）再到信用货币（法定货币）的演变

Ø现代经济是一种货币经济，人们都愿意接受没有任何内在价

值的货币（纸币）甚至没有实物形态的货币（电子货币）作为

商品或债务的偿付，这是来自于对货币未来购买力的信心。

Ø这种信心是维系货币交易媒介、价值储藏和价值尺度等职能

的重要条件

Ø这种信心来自于货币本身的价值（金属货币）或国家的强制

力（以货币作为偿付税负的手段）



货币的统计

Ø货币的本质在于流动性，即用于交易和交换的能力。

Ø流动性是任何一项资产转变为货币或交易媒介的难易程度。

所有的资产都具有程度不同的流动性，货币本身就是交易媒

介，因此流动性最强。

Ø现实中用于交易的货币也具有不同的形式，根据其流动性

的不同，划分为不同的货币层次



货币的统计

Ø 现阶段我国货币供应量划分为如下三个层次：

             M0＝流通中现金，即我们习称的现金

             M1＝M0＋活期存款

             M2＝M1＋定期存款＋储蓄存款＋其他存款

                      ＋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

Ø M1，我们称为狭义货币量；M2，称广义货币量；M2–M1，

相当 IMF 的准货币 。

Ø 美国还有M3，包括货币共同基金、回购协议等；L（广义流

动性），包括短期国库卷、商业票据、银行承兑汇票等



货币的统计



货币的创造

Ø在信用货币条件下，中央银行垄断货币发行，商业银行通

过贷款和资产负债表的变化决定货币的扩张

Ø现有以银行为主体的转账与结算系统的特点是：

p客户将现金存入银行，会形成银行的准备金；客户从

银行获得的贷款，也多数不以现金的形式提出，而是计

入自己在银行的存款账户

p客户以转账和支票的形式支付款项，这形成银行的应

付款；转让的银行形成应收款，银行之间应收和应付的

差额较小，这部分才需要现金来支付



货币的创造

Ø现有以银行为主体的转账与结算系统的特点是：

p银行所需的现金主要用于两类用途：一是客户用于发

放工资或其他的零星支付；二是结清支票结算中的应收

、应付差额。

p相对于存款来讲，现金的支出只占其中一部分，而且

比例较为稳定。因此，银行可以用这部分“节余”的存

款进行贷款

p由此出现了原始存款和派生存款



货币的创造

Ø设A银行吸收到客户存入10 000元铸币；根据经验，保存相

当于存款额20%的铸币即足以应付日常提取铸币需要。那么，

A银行即可把8 000元铸币贷给乙。A银行的资产负债状况如下



货币的创造

Ø乙将8 000元铸币支付给丙，丙把铸币存入自己的往来银行B

，按照同样的考虑，B银行留下20%的铸币即1 600元，其余6 

400元铸币贷给客户丁。这时，B银行的资产负债状况如下



货币的创造

Ø如此类推，从银行A开始至银行B，银行C，…，银行N，持

续地存款贷款，贷款存款，则产生这样的结果：



货币的创造

Ø如此类推，当银行根据经验按存款的一定比例——假设是

20%——保存铸币库存时，10 000元铸币的存款，可使有关银

行共贷出40 000元贷款和吸收包括最初10 000元存款在内的50 

000元存款。从先后顺序来说，10 000元是最初的存款，40 

000元是由于有了最初的存款才产生的存款。

Ø因此，把最初的存款称为“原始存款”，把在此基础上扩大

的存款称为“派生存款”。



货币的创造

Ø⑴原始存款R、⑵贷款总额L、⑶经过派生后的存款总额

（包括原始存款）D、⑷必要的铸币库存对存款的比率 r，这

四者的关系可表示为：



货币的创造

Ø在原始存款的基础上出现了派生存款，其核心意义即在于存款货

币的创造。

Ø就上面的例子来说，原来流通中有10 000元铸币为各种支付服务。

现在，银行则为经济创造了40 000元的存款货币，即为流通服务的

货币已增至50 000元。

Ø现代生活中相当于铸币的现金是中央银行垄断发行的银行券。银

行对于吸收的存款要准备一部分银行券，以保持存款的客户提取现

金。这与铸币流通时要保有一部分铸币以备提取铸币的意义一样。

但支票结算中银行之间的应收应付差额则已完全不需要用银行券结

清。由于各个存款货币银行均在中央银行开有存款账户，所以应收

应付差额的结算只需通过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账户进行划转。



货币的创造

Ø中央银行在货币创造中的作用：提供原生存款，即基础货币

Ø商业银行要先有负债，后有资产，中央银行则是资产决定负

债，这种特权来自于对货币发行的垄断。



货币的创造

Ø要使存款货币银行整体的准备存款总额增加，必须有中央银

行资产业务的增加。

Ø存款货币银行补充准备存款的途径：   

            ⑴向中央银行再贴现和直接取得贷款；

            ⑵向中央银行出售自己持有的债券；

            ⑶向中央银行出售自己持有的外汇……



货币的创造

Ø扩大资产业务并不以负债的增加为前提，是中央银行特有的

能力。中央银行在国内信用交易的范围内，没有类似存款货

币银行的准备存款，也没有任何一个在它之上的机构可以保

存它的存款；中央银行也不需要通货库存，通货就是它印制

和铸造的

Ø但是，央行创造基础货币受到一定的限制：存款货币银行不

需要补充准备存款时，中央银行想支持存款货币银行增加准

备存款，也无从发挥这样的能力；强行支持无限制的货币创

造，则会促成通货膨胀，比如为财政提供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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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货币

Ø 基础货币包括存款准备（R）和流通中的现金（C）

Ø 存款货币银行的“存款准备”，是“准备存款”加“库存现

金”；“漏损”的现金，也即不仅离开中央银行并且也离开

存款货币银行的现金，是流通于银行体系之外的现金。

Ø 对于创造信用货币来说，“存款准备”与“流通中的现金”

这两者缺一不可。因而统称为基础货币，或称高能货币、强

力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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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货币的构成常用下式表达：

                        B = R＋C                              

Ø B为基础货币（由于基础货币也称高能货币，所以也通

常以符号H代表）

Ø R为存款货币银行保有的存款准备金（准备存款与现金

库存）；

Ø C为流通于银行体系之外的现金。



(12)22

货币乘数

Ø 把货币供给量与基础货币相比，其比值称之为货币乘数。

用MS代表货币供给，B为基础货币，m为货币乘数，则有

下式：

                            MS  =  m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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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乘数

Ø 基础货币中的通货，即处于流通中的现金C，它本身的量，

中央银行发行多少就是多少，不可能有倍数的增加；

Ø 引起倍数增加的只是存款准备R。

Ø 因此，基础货币C＋R与货币供给量C＋D的关系可示意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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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代数表达式：            

又可整理为：

货币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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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C/D或D/C，即C与D的比，称为通货-存款比。这个比率的

大小取决于私人部门行为。

Ø R/D或D/R，即R与D的比，称为准备-存款比。这个比率的

大小取决于存款货币银行行为。

Ø 这两个比率决定乘数的大小，再加上基础货币，即决定货

币供给量。

Ø 基础货币的多少，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中央银行行为。

货币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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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供给是外生变量还是内生变量？

Ø 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或外生性问题是货币理论研究中具有较

强政策含义的一个问题。

Ø 如果认定货币供给是内生变量，那就是说，货币供给决定

于客观经济过程，而货币当局并不能有效地控制其变动，

货币政策的调节作用有局限性。

Ø 如果肯定是外生变量，则等于说，货币当局能够有效地调

节货币供给，影响经济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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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供给是外生变量还是内生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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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供给是外生变量还是内生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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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供给是外生变量还是内生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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