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章 货币供求及其均衡

一、单选题

1、一般物价水平年平均上涨率比爬行式高，但发展速度不是很快的通货膨胀是（ ）。

A.爬行式通货膨胀

B.温和式通货膨胀

C.奔腾式通货膨胀

D.恶性通货膨胀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温和式通货膨胀的概念。温和式通货膨胀是指一般物价水平年平均上涨率比爬行式高，但发

展速度不是很快。

2、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认为，人们的货币需求是由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决定的，其中，由投机

动机决定的货币需求主要取决于（ ）水平。

A.利率

B.收入

C.物价

D.边际消费

答案：A

解析：由投机动机决定的货币需求主要取决于利率水平。

3、划分货币层次的重要依据是金融资产的（ ）。

A.稳定性

B.还原性

C.兑换性

D.流动性

答案：D

解析：世界各国中央银行，对货币统计口径划分依据是流动性的大小。

4、假定金融机构的法定准备金率为 20%，超额准备金率为 2%，现金漏损率为 3%，则存款乘数为（ ）。

A.4.00

B.4.12

C.5.00

D.20.00

答案：A

解析：存款乘数=1/（20%+2%+3%）=4。

5、根据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层次划分，假定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余额为 107.7 万亿元，狭义货币供应量 M1 余额

为 31.5 万亿元，流通中货币 M0 余额为 5.6 万亿元，则单位活期存款为（ ）万亿元。

A.25.9

B.70.6

C.75.6

D.102.1

答案：A

解析：M1=流通中的现金+单位活期存款。因此，单位活期存款=31.5-5.6=25.9。

6、在影响货币乘数的因素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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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额准备金率

D.提现率

答案：C

解析：本题间接考查对超额存款准备金的理解。超额存款准备金是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减去法定存款准备

金后的剩余部分，是商业银行随时可以调度、使用的资金头寸。超额存款准备金率是这个剩余部分与存款准

备金之间的比例。

7、下列举措中，不属于凯恩斯主义治理通货紧缩的政策主张的是（ ）。

A.增加货币供应量

B.压低利率以刺激投资

C.政府举债以扩大需求

D.减少政府干预经济

答案：D

解析：凯恩斯主义的主张：

（1）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即增加货币供应量，压低利率，以刺激投资与消费；

（2）赤字财政政策，即政府要用举债的办法发展经济，扩大有效需求。

8、凯恩斯认为，如果人们预期利率下降，其理性行为应是（ ）。

A.多买债券、多存货币

B.少存货币、多买债券

C.卖出债券、多存货币

D.少买债券、少存货币

答案：B

解析：债券的市场价格与市场利率成反比，如果人们预期利率下降，即预期债券价格将上升，则其理性行为

应是少存货币、多买债券。

9、物价总水平上涨的年平均率在 2 位数以上，且发展速度很快，这种通货膨胀类型是（ ）。

A.爬行式通货膨胀

B.温和式通货膨胀

C.奔腾式通货膨胀

D.恶性通货膨胀

答案：C

解析：题考查奔腾式通货膨胀的含义。物价总水平上涨的年平均率在 2 位数以上，且发展速度很快，这种通

货膨胀类型是奔腾式通货膨胀。

10、剑桥方程式与费雪方程式的不同在于（ ）。

A.剑桥方程式不是传统货币数量论模型

B.剑桥方程式表明货币需求量与交易总量无关

C.剑桥方程式表明货币需求中用于交易的那部分与名义总收入成反比

D.剑桥经济学家们认为货币需求中还有一部分是用于价值储存的

答案：D

解析：与费雪方程式不同的是，剑桥经济学家认为货币需求中还有一部分用于价值储存，该部分货币需求受

人们财富水平的影响，货币需求中用于价值储存的那部分也与名义收入成正比。

11、根据费雪方程式，决定物价水平的是（ ）。

A.一定时期内流通货币的平均数量

B.货币流通速度



C.商品和服务的交易总量

D.名义收入水平

答案：A

解析：根据费雪方程式【现金交易说】

MV=PT

 V 是由公众的支付习惯，使用信用范围的大小，交通和通信的方便与否等制度上的因素决定的，因而在短

期内 V 不会迅速变化；

 T 取决于资源、技术条件，而在充分就业的状态下，不可能发生大的变化。

 短期里 V和 T保持不变，M的变化决定了平均价格水平。

12、表示商品市场上总产出等于总需求量的曲线是（ ）。

A.BP 曲线

B.J 曲线

C.IS 曲线

D.LM 曲线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 IS 曲线的概念。

IS 曲线上的点表示商品市场上总产出等于总需求量，故 IS 曲线上的点表示商品市场达到均衡的状态。

13、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期间，中央银行为了对抗经济衰退，刺激国民经济增长，不应该采取的措施是

（ ）。

A.降低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B.降低商业银行再贴现率

C.在证券市场上卖出国债

D.下调商业银行贷款基准利率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通缩紧缩的治理措施。金融市场资金缺乏时，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买进有价证券，从

而投放基础货币，引起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和利率的下降。因此为刺激国民经济增长，不应该卖出国债，而应

该买入国债。

14、与凯恩斯的货币需求函数不同，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更重视（ ）。

A.恒常收入

B.汇率

C.利率

D.货币供给量

答案：D

解析：考查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和凯恩斯的货币需求函数的区别。

凯恩斯的货币需求函数非常重视利率的主导作用。

弗里德曼则强调恒久性收入对货币需求量的重要影响，认为利率对货币需求量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D项正确。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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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M0

B.M1

C.M2

D.M3

答案：C

解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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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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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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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货币乘数为（ ）。

A. 4.18

B. 5.18

C. 6.18

D. 7.18

答案：C

解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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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分析市场供求关系时，如果经济活动处于 LM 曲线的左侧区域，说明市场存在（ ）。

A.超额货币需求

B.超额产品供给

C.超额产品需求

D.超额货币供给

答案：D

解析：如果经济活动处于 LM 曲线的左边区域，表示货币供给大于货币需求，存在过度的货币供应。反之，如

果经济活动位于 LM 曲线的右边区域，说明存在超额货币需求。

19、某国的LM曲线为Y=500+2000i,如果某一时期总产出(Y)为600，利率水平(i)为10%，表明该时期存在( )。

A.超额商品供给

B.超额商品需求

C.超额货币供给

D.超额货币需求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 LM 曲线与货币均衡。LM 曲线给出使货币市场达到均衡所必须的利率水平。根据 Y=500+2000i,

当 Y=600 时，均衡利率为 5%，而当前利率为 10%，高于均衡利率 5%，所以人们持有的货币超过意愿持有量，

说明此时处于超额货币供给的状态。

20、根据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在浮动汇率下，调节总需求时，采用（ ）容易取得显著效果。

A.财政政策

B.货币政策

C.外汇管制政策



D.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 BP 曲线与国际收支平衡的含义。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的基本结论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影

响总收入的效力取决于汇率制度。货币政策在固定汇率下对刺激经济毫无效果，在浮动汇率下则效果显著；

财政政策在固定汇率下对刺激经济效果显著，在浮动汇率下则效果甚微或毫无效果。

二、多选题

1、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与凯恩斯的货币需求函数有许多差别。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认为（ ）。

A.利率对货币需求起主导作用

B.恒常收入对货币需求量有重要影响

C.货币需求量是稳定的

D.货币政策的传导变量是货币供应量

E.货币政策实行“单一规则”

答案：BCDE

解析：本题考查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不同于凯恩斯货币需求函数的差别。选项 A 应该是凯恩斯的货币需

求函数非常重视利率的主导作用。

2、通货紧缩的危害有（ ）。

A.导致经济过热

B.加速经济衰退

C.导致社会财富缩水

D.分配负面效应显现

E.可能引发银行危机

答案：BCDE

解析：通货紧缩的危害：

加速经济衰退、导致社会财富缩水、分配负面效应显现、可能引发银行危机。

3、政府为治理恶性通货膨胀而进行的币制改革，其措施主要有（ ）。

A.冻结存款

B.废除旧币

C.发行新币

D.提高利率

E.变更钞票面值

答案：BCE

解析：本题考查币制改革的具体措施。

为治理通货膨胀而进行的币制改革，是指政府下令废除旧币，发行新币，变更钞票面值，对货币流通秩序采

取一系列强硬的保障性措施等。

4、影响货币乘数的诸因素分别是由（ ）决定的。

A.政府

B.投资银行

C.中央银行

D.商业银行

E.社会大众

答案：CDE

解析：影响货币乘数的诸因素包括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社会大众。

5、下列属于积极的供给政策的是（ ）。



A.减少政府支出

B.减税

C.削减社会福利开支

D.适当增加货币供给

E.精简规章制度

答案：BCDE

解析：减少政府支出属于紧缩性的财政政策，积极的供给政策包括 BCDE 四个方面。

6、下列说法中，属于通货紧缩标志的有（ ）。

A.价格总水平持续下降

B.货币供应量持续下降

C.社会失业率持续下降

D.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

E.国际收支持续顺差

答案：AD

解析：通货紧缩的标志：

价格总水平持续下降；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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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考查对货币供给的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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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量

两大内容。

8、根据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模型，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恒久性收入与货币需求呈正相关关系

B.非人力财富占个人总财富的比例与货币需求呈正相关关系

C.货币需求量与持有货币的预期收入成正相关关系

D.在其他条件不变时，货币以外其他资产的收益率越高，货币需求量就越大

E.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价格变动率与货币需求成负相关关系

答案：ACE

解析：弗里德曼认为，大多数人持有的财富主要是人力财富。在个人总财富中，人力财富所占比重越大，货

币需求就越多；而非人力财富所占比例越大，货币需求则相对较少。所以，非人力财富占个人总财富的比例

与货币需求呈负相关关系。B 错误；

其他资产如债券、股票以及不动产的收益率主要取决于利率和市场供求状况。在其他条件不变时，货币以外

其他资产的收益率越高，货币需求量就越小。D 错误。

9、当中央银行（ ）时，其资产会相应增加。

A.买入政府债券

B.卖出政府债券

C.发放贴现贷款

D.买入外汇

E.卖出外汇

答案：ACD



解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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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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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案例分析题

为调控宏观经济，应对就业及经济增长乏力的态势，中国人民银行同时采取了以下货币政策措施：买入商业

银行持有的国债 200 亿元；购回 300 亿元商业银行持有的央行票据。假定当时商业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为 15%，超额准备金率 2%，现金比率为 3%。

1、此次货币政策操作，中国人民银行基础货币的净投放是（ ）亿元。

A.100

B.200

C.300

D.500

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渠道。

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渠道：再贷款、收购储备资产、买国债、购回央行票据。

此次货币政策操作，中国人民银行基础货币的净投放是：

200+300=500 亿元

2、通过此次货币政策操作，中国人民银行每投放 1 元的基础货币，就会使货币供给（M1）增加（ ）元。

A.5

B.5.15

C.6.06

D.20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货币乘数。

计算货币乘数＝（1+3%）/（15%+2%+3%）＝5.15（元）。

3、中国人民银行此将从货币投放产生的货币供给（M1）是（ ）亿元。

A.500

B.2000

C.2575

D.3030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货币供给量。

货币供给量＝基础货币×货币乘数

＝500×5.15＝2575（亿元）。

4、关于此次货币政策操作的说法，正确的有（ ）。



A.买入 200 亿元国债是回笼货币

B.买入 200 亿元国债是投放货币

C.购回 300 亿元央行票据是回笼货币

D.购回 300 亿元央行票据是投放货币

答案：BD

解析：本题考查货币供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