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节  货币发行 

 

【知识点一】货币层次★★★ 

注： 

M1：狭义货币，流动性较强，时中央银行重点调控对象 

M2 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变量 

M2-M1：准货币 

 

真题回顾 

【真题•单选】M2 不包括（  ）。 

A.财政存款   

B.单位活期存款 

C.个人存款   

D.流通中货币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货币供给量的层次划分。广义货币 M_2=M_1+单位定期存款+个人存款+其他存款（财政存款

除外）。 

 

【知识点二】货币供给机制★★ 

货币供应量包括现金和存款两个部分： 

 

2.商业银行的扩张信用、创造派生存款机制。为分析简便起见，我们拟作如下假设： 

（1）商业银行只保留法定准备金，超额准备金全部用于放贷或投资； 

（2）商业银行的客户将其一切收入均存入银行，不提取现金； 

（3）法定的存款准备金率为 20%，原始存款为 100 万元。 



 

缴存中央银行存款准备金 反比 

提取现金数量 反比 

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公众缴付税款 反比 

 

真题回顾 

【真题•多选】关于货币供给机制的说法，正确的有（  ）。 

A.商业银行扩张信用受到存款准备金的限制 

B.中央银行参与货币创造过程 

C 商业银行可以无限制地创造源生存款 

D.商业银行不参与货币创造过程 

E.货币供应量包括现金和存款两部分 

答案：ABE 

解析：货币供应量包括现金和存款两个部分（E正确），其中现金是中央银行的负债存款是商业银行的负

债，因此研究货币供给机制，就要分别研究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行为和过程（B正确，D错误）。

但是，商业银行不能无限制地创造派生存款（C错误）。一般来说，银行体系扩张信用创造派生存款的能力

要受到三类因素的制约: 

（1）受到缴存中央银行存款准备金的限制。 

（2）受到提取现金数量的限制。 

 

本章内容总结 

货币的本质 固定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 

货币形态的演变 实物货币（初级物品/高级金属）、代用货币（银行券）、信用货币 

货币制度要素 货币材料（最基本）、货币名称、货币单位和价格标准、发行保证制度等 

货币制度的演变 银本位制、金银复本位制、金本位制和不兑现的纸币本位制 

货币层次 按照流动性分为三层次 

货币供给 央行银行的信用创造货币机制+商业银行的扩张信用创造派生存款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