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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金发行与货币供给

       在剖析货币流通状态和货币政策决策中，货币
供给分析是与货币需求理论相对应的另一个侧面。
如何使货币供给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仍是需要
经常研究探讨的课题。

• 一、现金发行只是货币供给的一部分。

• 二、在我国，由于经济落后等原因，甚至包括经济
理论界，许多人一直将现金发行视同货币供给。 
1994年，官方才使用货币供给概念。

• 三、由于货币供给中的现金与其余部分的变动并不
一致，把现金看成货币供给会做出错误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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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划分货币供给层次的依据和意义

•     世界各国中央银行，对货币统计口径划分的基
本依据是一致的，即都以流动性的大小，也即作为
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方便程度，作为标准。 

•     流动性较高，形成购买力的能力也较强；流动
性较低，形成购买力的能力也较弱。这个标准对于
考察市场均衡、实施宏观调控有重要意义。

•     便于进行对宏观经济运行的监测和货币政策的
操作，也是一项重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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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货币供给的多重口径

•     货币供给包括按口径依次加大的M1、M2、
M3……进行划分的若干层次。各国的货币口径大多
不同，只有“通货”和M1这两项大体一致。

• 1.美国现行货币供给的各层次：M1、M2、M3和Debt。

• 2. 日本现行货币供给的各层次：M1、M2＋CD、
M3+CD和“广义流动性”。

• 3. 英国英格兰银行公布的1991货币供给各层次：
M0、M2、M4、M4c和M5，没有M1。

• 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用三个层次：通货、货币
和准货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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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的M系列

   M0＝流通中现金

   M1＝M0＋活期存款（狭义货币）

   M2＝M1＋定期存款＋储蓄存款＋其他存款＋证券公

司客户保证金（广义货币）

   M2-M1=准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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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 中国货币供给层数的划分。

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