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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8_81_E9_93_B6_E8_c49_83402.htm 1．货币均衡是指货币供

给与货币需求基本相适应的货币流通状态。货币失衡是同货

币均衡相对应的概念，是指在货币流通过程中，货币供给偏

离货币需求，从而使二者之间不相适应的货币流通状态。 2

．货币失衡大致可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货币供给量小于货

币需求量；二是货币供给量大于货币需求量；三是货币供求

的结构性失衡，即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在总量上大体保持均

衡状态，却由于货币的供给结构同与之相对应的货币需求结

构不相适应，造成货币市场上货币短缺与局部货币供给过剩

并存，商品市场上部分商品和生产要素供过于求，另一部分

商品和生产要素则求过于供。 3．经济体系需要多少货币，

取决于有多少商品和劳务需要货币流通去实现，这是货币需

求由社会总供给决定的理论出发点。货币同时又是社会总需

求实现的手段和载体，因而货币供给是形成社会总需求的根

源。货币均衡与社会总供求平衡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4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货币均衡需要具备两个条件。首先，要

有健全的利率机制；其次，要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尤其是活

跃的货币市场。 5．利率是货币均衡实现的基本手段。除了

利率机制发挥作用以外，还有以下影响因素：①中央银行的

市场干预和有效调控；②国家财政收支要保持基本平衡；③

生产部门结构要基本合理；④国际收支必须保持基本平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