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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m2是怎么增长的

M2具体的增加方式是通过现代扩张来增加的。通常就是我们所说的贷款，比如我
们个人的购房贷款，消费贷款，信用贷款，企业的经营贷款，并购贷款，还有政府
的政府贷款，发行政府债券等，都属于m2货币增长的渠道和方式

二、对外贸易乘数公式

外贸乘数计算公式为：△Y=K[△I+(△x-△M)]

其中△x为出口增量，△M为进口增量，△Y为国民收入增量，△I为投资增量，K为投
资乘数。

由此可见，在K及边际消费倾向不变时，只有对外贸易出现顺差才能提高一国的收
入量，并增加一国的就业。

1.既无储蓄，也无投资的均衡开放经济状态时：K=1/MPM

2.处于有储蓄和投资的均衡开放经济状态时：K=1/(MPS+MPM)

K：对外贸易系数，MPM：边际进口倾向，MPS：边际储蓄倾向

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程度有限，这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对外贸易乘数理论适用于市场机制完善的国家。只有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
用的时候，外贸出口才能对国内产业产生连锁效应，出口部门收入扩大→消费扩大
→其他部门生产、收入扩大→消费进一步扩大→国民收入倍数增加的良性循环才能
发挥作用。

我国曾长期处于计划体制状态，从1994年开始，我国才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过渡。对外贸易发挥作用的市场机制不到位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外贸出口对国
民经济的促进作用。

其次，国民经济结构合理是出口增长构成经济发展动力的一个必要条件。

我国长期以来的二元经济结构造成资源分配的过度倾斜，一些出口部门的资源使用
是以牺牲国内其他部门的生产为代价的，这使得出口增长向经济传递动力的各种必
要的经济和技术渠道被切断，出口增长的牵引作用极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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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一些国家前段时期的经济动荡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对外贸易是否能够经常地
对国民经济作出有利的贡献，同国内的经济和贸易结构调整能力有直接的关系。

再次，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大小与否，还取决于出口产品的生产函数性质和
出口产品生产部门与国内经济其他部门在生产、技术及市场交换等方面的关联程度
。

我国在国际上的比较优势主要是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尽管国家一直致力于推动资本
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然而，到目前为止，出口产品中主要还是劳动密集型产
品。这些产品的技术含量较低，其他部门从出口程度上又都是加工贸易产品。

近几年，我国加工贸易出口额已达到出口总额的50%以上。

加工贸易出口，仅收取工缴费，附加值不高，虽然这也是国内生产总值的有机组成
部分，但是，由于我国加工贸易主要利用进口的投人品进行加工后再出口，与国内
其他产业的关联程度不大，难以通过乘数效应对经济发展作出很大的贡献。

最后，我国净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非常小，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也
相对较小。从表3中可以看出，我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非常低
，最高值也不超过4%，这使得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也不大。

数据反映了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增量在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量中的比重。很显然，
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要远小于消费和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我国经
济增长主要依靠的还是消费和投资需求刺激。

三、货币乘数的计算过程

1、货币乘数的计算公式为：m=(C+D)÷(C+R)；

2、其中m代表货币乘数，C代表公众持有的通货或流通中的现金，D代表活期存款
，R代表准备金。货币乘数是在基础货币或高能货币基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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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产生的信用扩张倍数，是货币供
给扩张的倍数。

3、若货币乘数的变动可以预测且其值的变动比较稳定时，中央银行可以藉由实施
控制基础货币的各种措施，适度地创造或消灭基础货币量，以调整和控制货币供给
量并适应经济运转的正常需要，最终实现其货币政策的目标。

四、货币供给乘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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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供给乘数是指每一单位货币供给的增加，能够引起总货币供应量的多少倍增加
。计算货币供给乘数的方法是通过货币乘数模型，其中，货币乘数等于1/准备金率
。准备金率是商业银行必须保留的存款比例，而1/准备金率则表示商业银行可以通
过贷款创造的货币数量。

例如，如果准备金率为0.1（即10%），则货币供给乘数为10，意味着每一单位的
货币增加可以引起总货币供应量的10倍增加。货币供给乘数的计算对于理解货币政
策的传导机制和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五、货币乘数三种计算公式

1、货币乘数又称作“货币扩张系数”或“货币扩张乘数”，指的是中央银行创造
或消灭一单位的基础货币所能增加或减少的货币供应最。简言之，货币乘数就是货
币供给量对基础货币的倍数。用公式表示为Ms=m×B，其中Ms代表货币供给，B
为基础货币，m为货币乘数，基础货币由通货C和存款准备金R组成，而货币供给由
通货C和存款货币D组成。通货C虽然能成为创造存款货币的根据，但就它本身的量
来说，中央银行发行多少就是多少，不可能有倍数的增加;增加的只有存款货币D，
由此可知货币乘数为：m=(C+D)/(C+R)

2、把①式的分子，分母同除以D，则得到，

3、如果①式的分子、分母同乘以D/(CR)，则又得到，

4、(公式)②式中的C/D和③式中的D/C表示的是通货与存款之比和存款与通货之比
，这个比率的大小取决于私人部门(个人和公司)的行为;②式中的R/D和③式中的D/
R表示的是准备金与存款之比和存款与准备金之比，这个比率的大小取决于存款货
币银行的行为与中央银行的规定。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货币乘数的大小主要
取决于私人部门和存款货币银行及中央银行在一定经济条件下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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