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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钱 货币供应？实际货币余额

一、可采取哪些措施增加货币供给量

主要通过货币政策三大法宝实施：

1.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使商业银行可贷资金增加，由货币
乘数效应派生出货币。

2.公开市场操作，通过向市场收回债券的方式，把货币投向市场。

3.贴现率，降低贴现率，使商业银行向央行贷款成本降低，增大了贷款数量，由货
币乘数效应派生出货币。

二、基础货币和存款货币的区别

1.原始存款：是指商业银行接受客户的现金或中央银行签发支票所形成的存款。

2.基础货币：是指流通于银行体系之外被社会公众持有的现金与商业银行体系持有
的存款准备金（包括法定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的总和。

1.原始存款：在原始存款量的变化中，商业银行处于被动地位；商业银行要开展资
产业务，必须先吸收一定的原始存款，原始存款是商业银行扩张信用、创造派生存
款的基础；吸收原始存款可增加商业银行的支付准备金，增强银行的清偿能力。

2.基础货币：是整个商业银行体系借以创造存款货币的基础，是整个商业银行体系
的存款得以倍数扩张的源泉。在实行准备金制度下，基础货币被整个银行体系运用
的结果，能产生数倍于它自身的量，从来源上看，基础货币是中央银行通过其资产
业务供给出来的。

三、怎么求货币供给量用什么公式

货币供应量=货币乘数×基础货币=（超额存款准备金率+1）/（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超额存款准备金率+现金-存款比率）粗一些，可以是月初、月末两个货币存量数
的平均。同样，年的平均货币量计算亦是如此。对有些问题的分析，也可用月末、
季末、年末货币余额这样的数字。

四、货币供给是什么概念

1、不一样。货币供给（moneysupply）是指某一国或货币区的银行系统向经济体
中投入、创造、扩张（或收缩）货币的金融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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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货币供给指一个国家在某一特定时点上由家庭和厂商持有的政府和银行系统以
外的货币总和。货币供应量，是指一国在某一时点上为社会经济运转服务的货币存
量，它由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供应的存款货币和现金货币两部分构成。货
币供给是一个过程，是个动词。而货币供给量是个名词。

五、存款货币创造的基本条件

三是广泛采用非现金货币结算方式。

又称存款法定准备金制度，是指为防止信用过度创造，国家以法律形式规定商业银
行的存款必须按一定比例上缴中央银行作为法定存款准备金，商业银行不得动用，
其余部分可以用于放款的制度。故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对银行信贷能力有很强的制
约作用。

2、非现金结算制度：个人可以通过开出支票进行货币支付，银行之间的商业银行
创造存款货币时的主要制约因素。

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同商业银行可贷资金量之间具有此消彼长的关系。超额准备
金越多，可贷资金就越少，商业银行存款派生的能力就越小；超额准备金越少，可
用于贷放的资金就越多，商业银行存款派生能力就越大。

可见，超额准备金和存款派生能力之间是反方向变动的关系，对货币供给量会产生
重要影响。在一般情况下，商业银行将力求比持有较少的超额储备；但超额准备过
少又会影响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和安全性。因此，商业银行确定超额准备金率时需要
进行综合权衡。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2 / 2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