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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examda.com ㈠.货币需求与货币需求量1. 货币需求：指

经济主体能够并愿意持有货币的行为。它是一种派生需求，

派生于人们对商品的需求2. 货币需求量：指在特定的时间和

空间范围内，经济中各个部门需要持有货币的数量，即一定

时期内经济对货币的客观需求量。㈡.传统货币数量说1.费雪

的现金交易数量说：MV = PT，其中，V，T稳定，反映的是

货币量M决定物价水平P的理论2.剑桥学派的现金余额数量说

：= K*Y / M ，其中，K指人们的持币量与支出总量的比例。

该式也说明物价与货币价值的升降取决于货币量的变化3.两

者关系：二者都认为商品价格和货币价值的升降取决于货币

数量的变化，但剑桥方程式中的货币需求不仅包括交易货币

，还包括贮藏货币（区别的关键所在）㈢.凯恩斯的货币需求

理论-流动性偏好论1.三个动机：交易动机、预防动机、投机

动机。前两项构成交易性需求，后一项是投机需求2.货币需

求函数：L=L1（Y） L2（i），其中，L1（Y）指交易性需求

，是国民收入Y的增函数；L2（i）指投机性需求，是利率的

减函数㈣.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数量说1.影响需求的因素：财

富总额、财富构成、金融资产的预期收益率、其他因素2.货

币需求函数：M/P = f（Yp；W；im；ib.ie；dP/dt；u）二、货

币供给㈠.货币供给与货币供应量1.货币供给：指货币供给主

体即现代经济中的银行向经济主体供给货币以满足其货币需

求的行为2.货币供应量：非银行部门持有的货币资产数量，



即流通中的货币数量3.货币层次划分原则：一般依据资产的

流动性，即各种货币资产转化为通货或现实购买力的能力来

划分不同的货币层次，进而产生不同口径的货币供应量4.我

国目前的货币层次划分： ①M0=流通中现金②M1=M0 银行

活期存款③M2=M1 银行体系的其他存款（主要是定期存款、

储蓄存款和财政存款等）㈡.货币供给机制1.中央银行的信用

创造货币机制：中央银行利用自身掌握的货币发行权和信贷

管理权，以运用信贷资金的需要，来创造信贷资金来源。信

用创造货币的功能为中央银行所掌握2.商业银行的扩张信用

、创造派生存款机制：①商业银行具备在央行发行货币的基

础上扩张信用、创造派生存款的能力②商业银行信用扩张的

约束机制：受到缴存中央银行存款准备金的限制；受到提取

现金数量的限制；受到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公众缴付税款的限

制㈢.货币供给理论1.凯恩斯学派：简单乘数理论和固定系数

理论在假定基础货币可以完全由中央银行所控制、货币乘数

的诸构成要素也至少在短期内是固定不变的基础上，确立

了M=B*K的货币供给模型。货币供应量是外生变量2.新古典

综合学派：内生货币供应论货币供应量是内生变量，不能由

中央银行完全控制3.货币学派：单一规则①主要体现在对通

货膨胀问题的分析方面，提出了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单一规

则"②单一规则的要点：公开宣布并长期坚持一固定不变的货

币供应量增长率4.新经济自由主义：弹性区间论 主张保持货

币稳定，货币供给必须与商品供给相联系，将货币供应量增

长率控制在一个弹性区间内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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