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形考任务四 

一、名词解释(共 10 道题,每题 4 分,共 40 分) 

1.剑桥方程式 

传统货币数量论的方程式之一。以马歇尔和庇古为代表的剑桥学派，在研究货币需求问题时，重视微观主体的行为。 

2.货币乘数 

称之为货币扩张系数或货币扩张乘数是指在基础货币(高能货币)基础上货币供给量通过商业银行的创造存款货币功

能产生派生存款的作用产生的信用扩张倍数，是货币供给扩张的倍数。 

3.准货币 

亦称 "准通货"，可随时兑换成货币，但不能直接用于支付的银行定期存款和政府债券。由于银行定期存款和政府债

券本身并不是货币，因此不能直接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但它很容易兑换成一定数量的货币。 

4.资本账户 

是记录各机构单位由经济交易而获得或处理的非金融资产价值以及与此有关的储蓄、资本转移活动的账户，是收入

使用账户的延续。 

5.金融账户 

(部门或经济总体)在一定时期所发生的各种金融交易的账户，是指一国经济体对外资产和负债所有权变更的所有权

交易。 

6.储备资产 

是指一国货币当局为了平衡国际收支、干预外汇市场以影响汇率水平或其他目的而拥有控制并被各国所普遍接受的

各种外国资产。 

7.再贴现政策 

就是中央银行通过制订或调整再贴现利率来干预和影响市场利率及货币市场的供应和需求，从而调节市场货币供应

量的一种金融政策。 

8.公开市场业务 

货币政策工具之一。是指中央银行通过买进或卖出有价证券，吞吐基础货币，调节货币供应量的活动。其目的是为

了调节货币供应量 

9.常备借贷便利 

是全球大多数中央银行都设立的货币政策工具，但名称各异，如美联储的贴现窗口、欧央行的边际贷款便利、英格

兰银行的操作性常备便利、日本银行的补充贷款便利、加拿大央行的常备流动性便利等。其主要作用是提高货币调

控效果，有效防范银行体系流动性风险，增强对货币市场利率的调控效力。 

10.抵押补充贷款 

是指中央银行以抵押方式向商业银行发放贷款,合格抵押品可能包括高信用评级的债券类资产及优质信贷资产等,其

亦是一种基础货币投放工具。 

二、思考题(共 6 道题.每题 10 分.共 60 分) 

1.如何理解货币供给的内生性与外生性?你认为目前我国的货币供给量是内生变量还是外生变量?为什么? 

参考答案:内生性是影响是货币供应量是在一个经济体系内部由多种因素和主体共同决定的，中央银行只是其中的一

部分，因此，并不能单独决定货币供应量。外生性指的是货币供应量由中央银行在经济体系之外，独立控制。外生

性是假定央行足够独立，变量能够直接达到目的，不受干扰。 

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是指货币供给难以由中央银行直接控制，而是由经济体系内部各经济主体共同决定。货币供给的

外生性，是指货币供给可以由经济体系以外的中央银行直接控制。  

我国目前的货币供给既有市场经济的共性，又具有转型经济的特点，使货币供给 在外生性与内生性并存。从总体

上看，目前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仍然有着很强的控制力，但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货币供应量的

内生性也在不断增强。 

2.你认为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如何? 

参考答案:济持续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是宏观经济学中的悖论.因为一个经济体无法在经济持续增长的时候保

持较低的通货膨胀率.经济的持续增长必然带动需求的强劲,而需求的强劲必然使物价指数上升,造成通货膨胀就是既

成事实了.通货紧缩往往与经济低迷和需求不足联系在一块,原因和通货膨胀与经济持续增长的关系是一样的但是正

所谓物极必反,当经济持续增长造成的通货膨胀达到极限之后,经济就会崩溃,进入通货紧缩和低增长时期.而通货紧

缩到了极限,经济就会在需求的刺激下逐渐恢复.此所谓一个经济周期.如是周而复始,概莫能外,而如何削峰填谷避免

经济大起大落也就成为经济学家重要的研究课题了. 



3.什么是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参考答案:货币政策也就是金融政策，是指中央银行为实现其特定的经济目标而采用的各种控制和调节货币供应量和

信用量的方针、政策和措施的总称。货币政策的实质是国家对货币的供应根据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情况而采取"紧"、

"松"或"适度"等不同的政策趋向。 

货币政策的基本特征 

1，货币政策是一种宏观调控政策； 

2，货币政策是调节社会总需求的政策； 

3，货币政策是总量调节和结构调节相结合，以总量调节为主的政策； 

4，货币政策是目标长期性和措施短期性相统一的政策； 

5，货币政策是以间接调控为主的政策。 

4.目前我国中央银行采用的最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是什么?其作用机理是怎样的? 

参考答案: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分为三个：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以及再贴现率。 

（1）存款准备金率。是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缴纳的存款准备金相对于存款的比例，这一比例是法定又称为法定存

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通过改变存款准备金率来控制商业银行向市场投放的货币量，也能通过货币乘数来降低基础

货币的派生能力，存而达到控制货币供给量的目的。当存款准备金率上升时，市场货币供应量减少，反之则相反。

（以前及目前我国最有效的货币政策手段） 

（2）公开市场业务。是指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是买卖政府债券的行为。中央银行通过买卖债券来控制市场的货币

供应量，也可以通过影响利率来影响货币流通量。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向商业银行出售国债，可以回笼商业银行

资金降低市场的货币供给量，出售国债的行为会引起国债价格下降，也就是国债利率提高，从而影响商业银行的利

率也提高，从而增加货币持有成本及融资成本从而紧缩市场的货币需求及供给。反之则相反。（西方国家及未来我

国最有效的货币政策手段） 

（3）再贴现率。是指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借款的利率，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再贴现率来控制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的

融资难度。中央银行提高再贴现率将提高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融资的成本从而减少基础货币的供给，达到紧缩市场

货币供给的目的。 

5.中央银行为什么要设置操作指标和中介指标?其选择标准是什么? 

参考答案:操作指标和中介指标的作用是反映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力度和效果,传导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操作。中间

性指标包括操作指标和中介指标两个层次。操作指标是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工具操作能够有效准确实现的政策变

量,如准备金、基础货币等指标。中介指标处于最终目标和操作指标之间,是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操作和传导后能

够以一定的精确度达到的政策变量,主要有市场利率、货币供给量等指标。操作指标和中介指标的选择标准: a.可测

性 b.可控性 c.相关性 d 抗于扰性 

6.货币供给量和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指标各有什么优缺点? 

参考答案:作为中介指标:利率的优点是:(1)可控性强。中央银行可直接控制再贴现率，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或在贴现

政策，也能调节市场利率的走向。(2)可测性强。中央银行在任何时候都能观察到市场利率的水平及结构。(3)货币当

局能够通过利率影响投资和消费支出，从而调节总供求。 

缺点:利率的变动是顺循环的;经济繁荣时，利率因信贷需求增加而上升;经济停滞时，利率随信贷需求减少而下降。

然而作为政策变量，利率与总需求也应沿同一方向变动;经济过热，应提高利率;经济疲软，应降低利率。这就是说，

利率作为内生变量和作为政策变量往往很难区分。如，确定一个利率提高的目标，为的是抑制需求;但经济过程本身

如把利率推向了这个高度，作为一个内生变量，它却是难以直接抑制需求的。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很难判明自己

的政策操作是否已经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