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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金是怎样进入流通的

1. 现金进入经济生活的渠道是存款货币银行的客户从
自己的存款账户提取现金。

2. 存款货币银行，存入的现金满足不了提取现金的要
求，则必须从准备金账户提取现金

3. 存在于流通过程中的现金，就是存款货币银行从中
央银行的准备存款账户上提取现金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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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金增发与准备存款的补充

• 1.现金发行与现金回笼

• 现金发行=存款货币银行提取的现金多于存入的现
金，是现金发行量的增长

• 现金回笼=存款货币银行存入的现金多于提取的现
金，是现金发行量的减少

• 2.总的来看，年复一年，现金的发行都是增长的。
根本原因是经济的增长。

• 3. 准备金存款必须得到补充

• 当现金的增发是必然趋势时，意味着存款货币银行
从准备存款账户不断地提取现金，准备存款相应下
降。在经济增长的条件下，准备存款必须不断地得
到补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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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准备存款补充必须有央行的支持

• 1. 要使存款货币银行整体的准备存款总额增加，
必须有中央银行资产业务的增加。

• 2. 存款货币银行补充准备存款的途径：   

•      ⑴向中央银行再贴现和直接取得贷款；

•      ⑵向中央银行出售自己持有的债券；

•      ⑶向中央银行出售自己持有的外汇……

• 3. 在这个连续的过程中，中央银行一方面积累了
自己的资产；而另方面则形成两大负债项目：

•    ⑴不断补充、不断提取现金的准备存款余额；

•    ⑵由一笔笔现金漏损所累积形成的流通中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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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准备存款补充必须有央行的支持

在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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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础货币

• 1. 存款货币银行的“存款准备”，是“准备存款”
加“库存现金”；“漏损”的现金，也即不仅离开
中央银行并且也离开存款货币银行的现金，是流通
于银行体系之外的现金。

• 2. 对于创造信用货币来说，“存款准备”与“流
通中的现金”这两者缺一不可。因而统称为基础货
币，或称高能货币、强力货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称之为“准备货币(reserve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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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础货币

 3. 基础货币的构成常用下式表达：

                 B = R＋C                              

            B为基础货币（由于基础货币也称高能货
币，所以也通常以符号H代表）；

             R为存款货币银行保有的存款准备金
（准备存款与现金库存）；

             C为流通于银行体系之外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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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货币乘数

       把货币供给量与基础货币相比，其比值称之为

货币乘数。用MS代表货币供给，B为基础货币，m为
货币乘数，则有下式：

      基础货币C＋R与货币供给量C＋D的关系：

 MS  =  m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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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货币乘数

• 相应的代数表达式：

    又可整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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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货币乘数

       C/D或D/C，即C与D的比，称为通货-存款比。
这个比率的大小取决于私人部门行为。

       R/D或D/R，即R与D的比，称为准备-存款比。
这个比率的大小取决于存款货币银行行为。

       这两个比率决定乘数的大小，再加上基础货币，
即决定货币供给量。而基础货币的多少，在一定意
义上说取决于中央银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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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 央行体制下的货币创造过程。

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