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节 货币供给 

 

本节考点： 

1、货币供给过程 

2、货币层次 

3、存款创造 

4、货币乘数 

 

考点 1：货币供给过程 

货币供给是指在一个时点上经济中的货币存量。 

 
 

货币供给是相对于货币需求而言的，包括两个方面： 

1）货币供给行为：银行体系通过自己的业务活动向再生产领域提供货币的全过程，研究的是货币供给的原理

和机制。 

2）货币供应量：金融系统根据货币需求量，通过其资金运用，注入流通中的货币量，它研究金融系统向流通

中供应了多少货币，货币流通与商品流通是否相适应等问题。 

   

【决定货币供给的因素】 

① 中央银行增加货币发行量 

② 中央银行调节商业银行的可运用资金量 

③ 商业银行派生资金能力以及经济发展状况 

④ 企业和居民的货币需求状况     

 

货币供给过程中的参与者： 

① 中央银行：负责发行货币、实施货币政策； 

② 存款机构：从个人和机构吸收存款并发放贷款的金融中介机构，包括商业银行、储蓄机构和信用社； 

③ 储户：持有银行存款的机构和个人。 

 

在货币供给过程中，中央银行的作用最重要，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会影响其资产负债表。  

中央银行改变基础货币主要有三种途径： 

1）变动其储备资产，在外汇市场买卖外汇或贵金属； 

2）变动对政府的债权，进行公开市场操作，买卖政府债券； 

3）变动对商业银行的债权，对商业银行办理再贴现业务或发放再贷款。 

 

下表是一个简化的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当中央银行买入政府债券、发放贴现贷款或买入外汇时，其资产会

相应增加；反之则相反。 

资产 负债 

政府债券 流通中现金 



贴现贷款 准备金 

 

 

基础货币又称高能货币、强力货币或储备货币，是非银行公众所持有的通货与银行的存款准备金之和。 

流通中现金和准备金是货币供给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其中任何一个科目的变化，都会引起基础货币的变化。

准备金可划分为两类： 

1）法定准备金：中央银行要求银行必须持有的准备金； 

2）超额准备金：银行自愿持有的额外的准备金。 

 

之所以称基础货币为高能货币，是因为一定量的这类货币被银行作为准备金而持有后可引致数倍的存款货币。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认为，高能货币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能随时转化为准备金，不具备这一特征就不是高能货

币。 

基础货币是整个商业银行体系借以创造存款货币的基础，是整个商业银行体系的存款得以倍数扩张的源泉。 

 

基础货币最基本的特征： 

1）基础货币是中央银行的货币性负债，而不是中央银行资产或非货币性负债，是中央银行通过自身的资产业

务供给出来的； 

2）通过由中央银行直接控制和调节的变量对它的影响，达到调节和控制供给量的目的； 

 

基础货币最基本的特征： 

3）它是支撑商业银行负债的基础，商业银行不持有基础货币就不能创造信用； 

4）在实行准备金制度下，基础货币被整个银行体系运用的结果能产生数倍于它自身的量。从来源上看，基础

货币是中央银行通过其资产业务供给出来的。 

 

基础货币量、银行存款与其准备金的比率，存款与通货的比率都会引起货币存量的同方向变化。 

一般来说，这三个决定货币存量的因素是由公众、银行、货币当局三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分别决定的。 

在信用货币制度下，高能货币量取决于中央银行的行为；银行存款与其准备金的比率取决于银行体系；存款

与通货的比率既取决于公众的行为，同时还受到银行存款服务水平和利率的影响。 

 

如果用 R 表示准备金，用 C 表示流通中现金，基础货币可表示为： 

B＝C＋R＝流通中的现金＋准备金 

准备金 R 又包括活期存款准备金 Rr，定期存款准备金 Rt，以及超额准备金 Re。 

 全部基础货币方程式可表示为： 

B＝C＋Rr＋Rt＋Re 

 

基础货币的构成虽然比较复杂，但都是由中央银行的资产业务创造的，可以由中央银行直接控制。 

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渠道主要包括： 

①对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再贷款和再贴现； 

②收购黄金、外汇等储备资产投放货币； 

③通过公开市场业务等投放货币。 

如果中央银行能够有效控制基础货币 B 的投放量，那么，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关键，就在于中央银行能否准确

测定和调控货币乘数。 

 

【单选-1】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加流通中的现金等于（  ）。 

A.基础货币 

B.库存现金 

C.法定存款准备金 

D.超额存款准备金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货币供给过程。 

基础货币是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与流通中的现金之和，即：B=C+R=流通中的现金+存款准备金。 

存款准备金=超额存款准备金+法定存款准备金，B 项属于干扰项，C、D 两项共同构成存款准备金。 

 

【单选-2】假设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 10%，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为 5%，流通中的现金 40 亿美元，存款总量为

150 亿美元，则基础货币为（  ）亿美元。 

A.28.5 

B.55.5 

C.62.5 

D.90.0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货币供给过程。 

基础货币又称高能货币、强力货币或储备货币，是非银行公众所持有的通货与银行的存款准备金之和。 

基础货币=流通中的现金十准备金，准备金=法定存款准备金+超额存款准备金。 

依据题意，基础货币=40+150×（10%+5%）=62.5（亿美元）。 

 

【单选-3】在分析货币供给中，弗里德曼等人认为，高能货币的一个典型特征是能随时转化为（  ）。 

A.基础货币 

B.强力货币 

C.原始存款 

D.存款准备金 

 

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货币供给过程。 

弗里德曼和施瓦兹认为，高能货币的一个典型特征是能随时转化为存款准备金。 

A、B 两项，基础货币又称高能货币、强力货币或储备货币，是非银行公众所持有的通货与银行的准备金之和。 

C 项，原始存款是指商业银行吸收的、能增加其准备金的存款，可以理解成从商业银行体系之外进入商业银行

的存款。 

 

【多选-4】货币供给包括的主要内容有（  ）。 

A.货币供给原理 

B.货币供给机制 

C.货币供给行为 

D.货币供应量 

E.货币流量与商品流量是否相适应 

 

答案：CD 

解析：货币供给是指一国或货币区的银行体系向经济体中投入、创造、扩张（或收缩）货币的金融过程。 

货币供给是相对于货币需求而言的，它包括货币供给行为和货币供应量两个方面。 

 

考点 2：货币层次 

虽然现金、存款货币和各种有价证券均属于货币范畴，但由于各种货币转化为现实购买力的能力不同，从而

对商品流通和经济活动的影响有别。 

西方学者在长期研究中，一直主张把“流动性”原则作为划分货币层次的主要依据。 

   



流动性：某种金融资产转化为现金或现实购买力的能力。 

流动性好的金融资产，价格稳定，还原性强，可随时在金融市场上转让、出售。 

各国中央银行在确定货币供给的统计口径时，以金融资产流动性的大小作为标准，并根据自身政策目的的特

点和需要，划分了货币层次。 

货币层次的划分有利于中央银行进行宏观经济运行监测和货币政策操作。 

 

（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货币层次划分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编制的《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中，各层次货币的构成为： 

M0＝流通中的现金 

M1＝M0＋可转让本币存款和在国内可直接支付的外币存款 

M2＝M1＋单位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外汇存款＋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 

M3＝M2＋外汇定期存款＋商业票据＋互助金存款＋旅行支票 

 

（二）我国的货币层次划分 

1994 年 10 月，中国人民银行正式编制并向社会公布“货币供应量统计表”，首次将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划分为

以下层次： 

M0＝流通中的现金 

M1＝M0＋单位活期存款 

M2＝M1＋储蓄存款＋单位定期存款＋单位其他存款 

M3=M2+金融债券+商业票据+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等 

 

2001 年 6 月，中国人民银行第一次修订货币供应量口径，将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计入 M2。 

2002 年初，中国人民银行第二次修订货币供应量口径，将外资、合资金融机构的人民币存款，分别计入不同

层次的货币供应量。 

  

2006 年，中国人民银行对货币供应量口径再次进行技术性完善，将信托投资公司和金融租赁公司的存款不计

入相应层次的货币供应量。 

2011 年 10 月，中国人民银行第三次对货币供应量口径进行技术性完善，将住房公积金中心存款和非存款类

金融机构在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存款计入 M2。 

2018 年 1 月，中国人民银行完善货币供应量中货币市场基金部分的统计方法，用非存款机构部门持有的货币

市场基金取代货币市场基金存款（含存单）。 

 

【单选-1】西方学者一直主张把（  ）作为划分货币层次的主要依据。 

A.流动性原则 

B.风险性原则 

C.盈利性原则 

D.安全性原则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货币层次。 

西方学者在长期研究中，一直主张把流动性原则作为划分货币层次的主要依据。流动性是指某种金融资产转

化为现金或现实购买力的能力。 

 

【单选-2】假定 M2 余额为 103.6 万亿元，M1 余额为 31.1 万亿元，M0 余额为 5.5 万亿元，则单位活期存款余

额是（  ）万亿元。 

A.25.6 

B.67.0 

C.72.5 



D.98.1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货币层次。 

M0=流通中的现金，M1=M0+单位活期存款，M2=M1+储蓄存款+单位定期存款+单位其他存款， 

因此，单位活期存款余额=31.1-5.5=25.6（万亿元）。 

 

【单选-3】假定我国的流通中现金为 10 万亿元，单位活期存款为 50 万亿元，则我国的货币供应量 M1 为（  ）

万亿元。 

A.60 

B.35 

C.45 

D.200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我国的货币层次划分。 

M0=流通中的现金，M1=M0+单位活期存款=10+50=60（万亿元）。 

 

考点 3：存款创造 

当中央银行向银行体系供给 1 元准备金时，存款的增加是准备金的数倍，这是银行运用中央银行发放的货币

和准备金使货币供应量增加的行为，这个过程被称为存款创造。 

存款创造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 

 部分准备金制度 

 非现金结算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