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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BA_A7_E9_87_91_E8_c49_83433.htm 一、 内容提要 本讲的

主要内容为教材第一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即货币需求和货

币供给理论。 二、 重点难点 根据2003年考试大纲的要求，本

讲的考试重点主要有：1、货币需求与货币需求量的概念2、

马克思的货币必要量公式及其三个前提条件3、凯恩斯的货币

需求动机4、凯恩斯主义的货币需求函数及其两个特点5、弗

里德曼对影响货币需求量因素的划分6、货币供给包括的两大

内容：货币供给行为与货币供应量及其概念7、西方划分货币

层次的依据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对货币层次的具体划

分9、我国中央银行划分货币层次的方法10、信贷收支、财政

收支、国际收支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 本讲的考试难点是：1

、 马克思、凯恩斯、弗里德曼货币需求量公式或函数的比较

与区分2、 西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我国中央银行关于货

币层次划分的比较 三、 内容讲解 （一）货币需求1. 经济学意

义上的货币需求是社会各经济主体（包括企业单位、事业单

位、政府部门、个人）在其财富中能够并且愿意以货币形式

持有而形成的对货币的需求，即这是一种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2. 货币需求量是指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如某国、

某年），社会各个部门（企业、事业单位、政府和个人）对

货币需要持有量的总和。货币需求量包含货币存量和货币流

量两个层面，需要结合起来进行静态和动态的全面分析。3. 

马克思的货币必要量公式： 4. 凯恩斯认为，人们持有货币的

动机有交易动机、预防动机、投机性动机，其中货币需求的



第三个动机，即投机性动机是凯恩斯对货币需求理论的一大

贡献。凯恩斯这样解释投机动机：他把人们持有的金融资产

（非物质类资产）划分为货币与长期债券，债券的市场价格

与市场利率成反比，如果人们预期利率上升，则卖出债券、

多存货币；如果人们预期利率下降，则少存货币、多买债券

如果人们预期利率下降，则少存货币、多买债券。这就是人

们出于投机动机对货币的需求。5. 凯恩斯主义把人们持有货

币的三个动机划分为两类需求，即消费动机和预防动机构成

对消费品的需求，人们对消费品的需求取决于“边际消费倾

向”，即消费增量占收入增量的比率，这取决于人们的收入

水平；认为投机动机构成对资本品的需求，人们对资本品的

需求取决于“资本边际效率”，而“资本边际效率”主要由

利率水平决定。6. 凯恩斯主义的货币需求函数： 7. 凯恩斯主

义的货币需求函数的两个特点：（1） 提出了投机性货币需

求，并认为这一需求受未来利率不确定性的影响，从而把利

率引入货币需求函数之中；（2） 把货币需求量与名义国民

收入和市场利率联系在一起，这否定了传统货币数量论关于

货币数量直接决定商品价格的说法，使货币成为促进宏观经

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对通过收入政策和利率政策调控货币供

应量，促进经济增长有重要借鉴意义。8. 弗里德曼的货币需

求函数模型： 9. 弗里德曼把影响货币需求量的诸多因素划分

为以下三组：第一组，恒常收入与财富结构，它们与货币需

求量呈同方向变化；第二组，各种资产预期收益和机会成本

，存款、债券、股票等资产的预期收益率和预期物价变动率

均与货币需求量呈反方向变化，；第三组，各种随机变量

。10. 凯恩斯的货币需求函数与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的主



要区别是：（1） 二者强调的重点不同。凯恩斯主义重视利

率的主导作用，认为利率的变动直接影响就业和国民收入的

变动，最终必然影响货币需求量；而弗里德曼则强调恒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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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不足道。（2） 由于上述分歧，导致二者在货币政策传导

变量选择上的分歧。凯恩斯主义认为应该是利率，弗里德曼

则坚持是货币供应量。（3） 凯恩斯主义认为货币需求量受

未来利率不确定性的影响，因而不稳定，货币政策应该“相

机行事”；而弗里德曼认为，货币需求量是稳定的，可预测

的，认为“单一规则”可行。 (二)货币供给1. 货币供给包括

的货币供给行为和货币供应量两大内容。货币供给行为是指

银行体系通过自己的业务活动向再生产领域提供货币的全过

程，研究货币供给的原理与机制。货币供应量指银行体系根

据货币需求量，通过其资金运用，注入流通中的货币量，研

究银行系统向流通中供应了多少货币，货币流通与商品流通

是否相适应等问题。2. 西方学者一直主张把“流动性”原则

作为划分货币层次的主要依据。所谓的流动性是指某种金融

资产转化为现金或现实购买力的能力。3. 我国划分货币层次

的原则是：（1） 应该把金融资产的流动性作为基本标准；

（2） 划分货币层次要考虑中央银行宏观调控的要求，应把

列入中央银行账户的存款同商业银行吸收的存款区别开来；

（3） 货币层次要能反映出经济情况的变化，要考虑货币层

次与商品层次的对应关系，并在操作和运用上有可行性；（4

） 宜粗不宜细。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般把货币划分为三个

层次： 5. 美国的货币层次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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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