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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BA_A6_c69_108018.htm 货币银行学货币银行学 货币供

应的内生性与外生性。 比较费雪方程与剑桥方程。 货币主义

“单一规则”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 ★试述货币需求理论发

展的内在逻辑。 西方货币需求理论沿着货币持有动机和货币

需求决定因素这一脉络，经历了传统货币数量学说、凯恩斯

学派货币需求理论和货币学派货币需求理论的主流沿革。 (l)

传统的货币数量说。传统的货币数量分为早期货币数量学说

和近代货币数量学说。由现金交易数量说和现金余额数量说

组成的近代数量理论对货币需求理论的影响更为深远。 现金

交易数量说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费雪提出的，在《货币的购买

力》一书中，费雪提出了著名的“交易方程式”：MV＝PT

或P＝MV/T。这一方程式表明，物价水平(P)的变动与流通中

的货币量(M)的变动和货币流通速度(V)的变动成正比，而与

商品交易量(T)的变动成反比。一般认为，费雪的货币数量说

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把货币只当成一种交换媒介；

混同了金属货币与纸币在决定物价中的不同作用；假定货币

流通速度和商品交易量在长期中不受货币量变动的影响。 现

金余额数量说是由剑桥派经济学家马歇尔、庇古等人创立的

。他们从个人资产选择的角度，分析了决定货币需求的因素

，并提出了如下的剑桥方程式：M＝KPY。根据古典学派的

假设，Y在短期内不变，如果K也不变，则P将与M作同方向

、同比例的变动。不过，剑桥方程式本身又预示着对其结论

的否定，因为各种资产的收益率和人们的预期等影响K的变



化，无论在短期内还是在长期中它都不是常数，所以K不可

能固定不变，P与M的变动幅度也就不可能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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