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节 货币供给 

 

存款创造主要是银行通过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等业务活动的开展，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支付手段和

交易媒介的一种功能。 

具体表现为商业银行以原始存款为基础、在银行体系中繁衍出数倍于原始存款的派生存款。 

 

 1）原始存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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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商业银行吸收的现金存款或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所形成的存款。 

 2）派生存款：由商业银行以原始存款为基础、运用信用流通工具和转账结算的方式发放贷款或进行其他资

产业务时，所衍生出来的、超过最初部分存款的存款，也可以理解成是从商业银行到商业银行的存款，而非

从商业银行体系外进入的存款。 

 

将存款划分为原始存款和派生存款，只是从理论上说明两种存款在银行经营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不同。事实上，

在商业银行的存款总额中难以严格区分出原始存款与派生存款。 

但是派生存款必须以一定数量的原始存款为基础，原始存款量的大小，对于派生存款量的大小有直接的制约

关系，任何一笔存款都不可能被凭空创造出来。 

派生存款只能在银行体系内部的现实的信用活动中，通过信用流通工具的使用，以及转账结算的条件下才能

形成。 

 

派生存款的产生，是银行体系业务经营过程整体运行的结果，仅仅从单一的任何一笔存贷款业务来看，都是

有实实在在的货币资金内容的经济行为，没有任何“创造”的痕迹。即就单个银行来讲，它们并不认为自己通

过这种行为创造了货币。 

但把单个银行不认可的行为贯穿成一个系统之后，却可看到明显质的改变：这就形成了存款创造的机制，也

正是现代银行体系的奥秘之处。 

 

3）存款创造：商业银行存款创造的基本原理对各类存款来说都是成立的，但是通过支票存款的创造（即银行

的活期存款）来说明这一原理则最为简洁明了。 

 

为了能够清楚地说明存款货币的创造与消减过程，下面将详细分析商业银行存款货币的扩张与收缩过程。为

了简便起见，拟作如下假设： 

1）商业银行只保留法定存款准备金，超额存款准备金全部用于放款或投资； 

2）商业银行的客户（包括存款人和借款人）将其一切收入均存入银行，并使用支票结算方式，不提取现金； 

3）法定的存款准备金率为 10%，原始存款为 100 万元。 

 

假定甲商业银行吸收到 100 万元的原始存款，然后贷放给客户甲，客户甲将此 100 万元以支票形式存入他的

开户行 A 银行。 

A 银行先缴存 100 万的 10%，即 10 万元的法定准备金，然后将其余的 90 万元贷放给客户乙，客户乙以支票

形式存入其开户行 B 银行。 

B 银行按 90 万元的 10%，即 9 万元缴存法定准备金，然后将其余的 81 万元贷放出去。  

...... 

 

                                  存款创造过程                                 单位：万元 

 存款增加 准备金增加 贷款增加 银行客户 

甲商业银行 0.00 0.00 100.000 客户甲 

A 银行 100.00 10.00 90.00 客户乙 

B 银行 90.00 9.00 81.00 客户丙 



C 银行 81.00 8.10 72.90 客户丁 

D 银行 72.90 7.29 65.61 客户戊 

E 银行 65.61 6.56 59.05 客户己 

F 银行 59.05 5.90 53.14 客户庚 

… … … … … 

银行总计 1000.00 100.00 1000.00  

 

由此可以看出：各银行的存款增加额，构成了一个递减的等比数列，经过银行系统的反复使用，100 万元变成

了 1000 万元，存款货币的创造、扩展过程为： 

100＋100×（1－10%）＋100×（1－10%）^2＋100×（1－10%）^3＋… 

＝100×【1/1-（1-10%）】 

＝1000（万元） 

 

由此表明： 

在部分准备金制度和非全额现金结算制度下，一笔原始存款在整个银行体系存款扩张原理的作用下，可以产

生出大于原始存款若干倍的派生存款。这个派生存款的大小，主要决定于两个因素： 

1）原始存款数量的大小； 

2）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高低。 

派生出来的存款同原始存款的数量成正比、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成反比。 

 

若用ΔD 代表存款货币的最大扩张额，ΔB 代表原始存款额，r 代表法定准备金率，则可用公式表示如下： 

ΔD＝ΔB×（1/r） 

将上例的数字代入该公式，则可得出： 

D＝100×（1/10%）＝1000 万元。 

 

存款乘数【派生倍数】：在银行存款创造机制下存款最大扩张的倍数，是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倒数，即 1/r，

其含义为每一元准备金的变动，所能引起的存款的变动。 

如果排除其他影响存款创造倍数的因素，设 K 为银行体系创造存款的存款乘数（扩张乘数），则： 

K＝1/r 

 

由此可见：整个商业银行创造存款货币的数量会受到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限制，其倍数同存款准备金率呈现

一种倒数关系。但是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或一个需要修正的存款乘数。 

如果用ΔB 代表原始存款额，r 代表法定准备金率，e 代表超额准备金率，c 代表现金漏损率，则公式为： 

ΔD＝ΔB×[1/（r＋e＋c）] 

 

【例】某商业银行吸收到 100 万元的原始存款，然后贷放给客户，假定在以后的贷放过程中，法定准备金率

为 10%，超额准备金率为 5%，现金漏损率为 5%，则存款乘数为 5，该笔原始存款创造的派生存款数为： 

ΔD＝ΔB×[1/（r＋e＋c）]=500 万元 

【注意】B 是原始存款，从商业银行体系之外进入商业银行的存款，不是基础货币。 

 

 

 

 

 

 



存款货币的创造过程也可以反方向作用。 

 

 

上述存款创造倍数基于两个假设： 

1）部分准备金制度：如果是全额准备金，商业银行就没有可贷放的资金，存款创造就无法进行； 

2、非现金结算制度：如果商业银行与储户之间实行全额现金结算，存款创造也就无法进行，因此，部分准备

金制度和非现金结算制度，是存款创造的两个前提条件。 

现金漏损率、准备金率以及存款结构比例的变化，都会对存款创造产生影响，也是影响存款创造的重要因素。 

 

【单选-1】商业银行吸收 200 万元原始存款并贷放给客户，假定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 16.5%，超额存款准备金

率为 3.5%，现金漏损率为 2.1%，则该笔原始存款经过派生后的存款总数为（  ）万元。 

A.454.5 

B.463.7 

C.904.98 

D.927.3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存款创造。 

该笔原始存款经过派生后的存款总数为：△D=△B×1/（r+e+c）,△B 代表原始存款额，r 代表法定存款准备金

率，e 代表超额存款准备金率，c 代表现金漏损率，将数据直接代入，可得派生后的存款总数为 904.98 万元。 

 

【单选-2】当存款乘数 k=8，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r=5%，超额存款准备金率 e=3%，则现金漏损率 c 为（  ）。 

A.5.5% 

B.5% 

C.4.5% 

D.2.5%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存款创造。 

存款乘数是指存款总额与原始存款的倍数，即在银行存款创造机制下存款最大扩张的倍数（也称派生倍数），

是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倒数，即 1/r,其含义为每 1 元法定存款准备金的变动，所能引起的存款变动。现金漏损

率、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存款结构比例的变化，都会对存款创造产生影响，也是影响存款创造的重要因素。1/

（5%+3%+c）=8,c=4.5%。C 项正确。 

 

【多选-3】存款创造倍数的实现要基于若干假设条件，这些假设条件主要有（  ）。 

A.固定汇率制度 

B.全额准备金制度 



C.部分准备金制度 

D.券款对付结算制度 

E.非现金结算制度 

 

答案：CE 

解析：存款创造倍数基于两个假设： 

①部分准备金制度； 

②非现金结算制度。 

 

考点 4：货币乘数 

现代信用制度下货币供应量的决定因素： 

 

 

二者的关系可用公式表示为： 

MS＝m×MB 

货币供应量（Ms）等于基础货币（MB）与货币乘数（m）的乘积。 

货币乘数：在货币供给过程中，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供给量与社会货币最终形成量之间的扩张倍数。 

 

 

假定储户愿意持有的现金水平和超额存款准备金与支票存款（D）呈同比例增长，假定这些项目与存款的比率

在均衡状态下不变： 

现金漏损率（现金比率） c=C/D 

超额存款准备金率 e=ER/D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r=RR/D 

基础货币 MB=C+RR+ER 

C 为现金漏损，RR 为法定存款准备金，ER 为超额存款准备金。 

 

则有 MB=cD+rD+eD=（c+r+e）D 

 

上式说明，基础货币 MB 增加一个单位，存款增加 1/（c+r+e）个单位。 

 

由 M2 定义可得 

M2=C+D 

M2=cD+D 

M2=（c+1）D 



因为：  

所以：  

 

货币乘数反映了基础货币（高能货币）的变动所引起的货币供给变动的倍数。 

货币乘数的大小决定了货币供给扩张能力的大小。 

货币乘数 m 可表示为： 

 

表示基础货币增加一个单位，货币供给 M2 增加 m 个单位，即（1+c）/（c+r+e）个单位。 

   

【例】假定 r＝法定准备金率＝0.10，流通中的现金为 400 亿元，存款为 8000 亿元，超额准备金为 160 亿元。 

计算出现金比率 c 和超额准备金比率 e： 

  c＝400/8000＝0.05      

    e＝160/8000＝0.02 

    m＝（1＋0.05）/（0.1＋0.02＋0.05）＝6.18 

货币乘数为 6.18 说明如果支票存款的法定准备金率为 10%，储户的行为由 c＝0.05 表示，而银行的行为由 e＝

0.02 表示，那基础货币增长 1 元所引起的货币供给（M2）增量为 6.18 元。 

 

【注意】MB 是基础货币，即流通中的现金和准备金，而不是原始存款，应特别注意与上述计算存款乘数时的

原始存款区别开来。 

 

中央银行不但可以通过贴现政策、公开市场业务、法定准备金率政策等手段，有效调控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

改变货币供应量，而且还可以利用差别利率等政策，调节或改变货币量在各个层次的分布结构，借以调控货

币供应量及其结构，实现货币流通正常化。 

 

从理论上说，中央银行对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都有相当的控制能力。但是从货币供应量的形成过程来讲，它

是由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非银行经济部门等经济主体的行为共同决定的，他们的行为在不同的经济条件下

又受各种不同的因素制约。 

因此，货币供应量并不能由中央银行绝对加以控制。通过对影响货币乘数的诸因素分析，中央银行和商业银

行决定准备金率。 

中央银行决定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r 和影响超额存款准备金率 e，商业银行决定超额准备金率 e，储户决定现金

漏损率 c。 

 

【单选-1】一国在二级银行体制下，基础货币 200 亿元，存款准备金 10 亿元，原始存款 50 亿元，派生存款

300 亿元，货币乘数为 3，则该国货币供应量等于（  ）。 

A.600 亿元 

B.9000 亿元 

C.1500 亿元 

D.390 亿元 

 

答案：A 

解析：货币供应量=货币乘数×基础货币，代入公式，货币供应量=3×200=600（亿元）。 



直接用基础货币乘以货币乘数即可，不要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故 A 项正确。 

 

【单选-2】在影响货币乘数的诸多因素中，由商业银行决定的因素是（  ）。 

A.活期存款准备金率 

B.定期存款准备金率 

C.超额存款准备金率 

D.现金漏损率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影响货币乘数的因素。 

在影响货币乘数的诸多因素中，中央银行决定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影响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商业银行决定超

额存款准备金率，储户决定现金漏损率。 

 

【单选-3】为宏观调控经济，中国人民银行投放基础货币 1000 亿元，假定当时商业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为 12%，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为 2%，现金漏损率为 3%。请问通过这次货币操作，中国人民银行每投放 1 元的

基础货币，就会使货币供给（M2）增加（  ）元。 

A.5.88 

B.10.00 

C.6.06 

D.8.42 

 

答案：C 

解析：货币乘数是指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供给量与社会货币最终形成量之间的扩张倍数。 

中国人民银行每投放 1 元的基础货币，就会使货币供给（M1）增加多少元；本质上就是在求货币乘数。通过

题目可知，m=（1+c）/（r+e+c）=（1+3%）/（12%+2%+3%）≈6.06，故 B 项正确。 

 

本节小结 

 

              1、货币供给过程 

第二节 

货币供给      2、货币层次【4】 

 

3、存款创造 

 

4、货币乘数【公式】 

 

 

第三节 货币均衡 

 

本节考点： 

1、货币均衡的含义 

2、货币均衡的基本原理 

3、货币均衡的实现机制 

4、通货膨胀及其治理 

5、通货紧缩及其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