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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凯恩斯货币供给理论特点

在经济自动趋于充分就业，货币供给外生性理论而货币流通速度为一常数的条件下
，货币需求必将通过物价的等比例变动而被动地适应货币供给。也就是说，货币的
供给决定货币的需求。凯恩斯虽然反对货币数量论，但在货币供给的内生性与外生
性问题上，他则是一个典型的货币供给外生论者。凯恩斯认为，货币供给可由货币
当局任意决定，货币供给外生性理论而与任何其他经济主体的行为无关，货币供给
外生性理论也与经济体系内部的各种因素无关。

二、简要说明货币供应的内生性与外生性

1、所谓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和外生性的争论，实际上是讨论中央银行能否“独立”

2、控制货币供应量。1）内生性指的是货币供应量是在一个经济体系内部由多种
因

3、素和主体共同决定的，中央银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此，中央银行并不能单
独

4、决定货币供应量。从上述货币供应模型中可以看出，微观经济主体对现金的需
求

5、程度、经济周期状况、商业银行、财政和国际收支等因素均影响货币供应。2
）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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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基本理由

7、是，从本质上看，现代货币制度是完全的信用货币制度，中央银行的资产运用
决

8、定负债规模，从而决定基础货币数量，只要中央银行在体制上具有足够的独立
性，

9、不受政治因素等的干扰，就能从源头上控制货币供应量。

三、凯恩斯货币供给理论

1、凯恩斯认为，人们对货币的需求出于以下三种动机：一是交易动机：为从事日
常的交易支付，人们必须持有货币；二是预防动机：又称谨慎动机，持有货币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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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一些未曾预料的紧急支付；三是投机动机：由于未来利息率的不确定，人们为避
免资本损失或增加资本收益，及时调整资产结构而持有货币。

2、在货币需求的三种动机中，由交易动机和谨慎动机而产生的货币需求均与商品
和劳务交易有关，故而称为交易性货币需求（L1）。而由投机动机而产生的货币需
求主要用于金融市场的投机，故称为投机性货币需求（L2）。

四、什么是货币的供给与需求

1、货币的供给就是中央银行发行的基础货币量，由中央银行决定，是外生变量；
货币的需求，就是人们用于交易、应付意外事件和投机所需要持有的货币量，这些
货币必须以货币的形式持有以保证其最大限度的流动性，而不能以债券的形式持有
。

2、这也是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的解释，还是很切合实际的。

3、而之前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眼中的货币需求是不含有投机动机的，因而也就不与
利率有关，只和收入相关，即交易方程式中的关系：PY=MV，其中P是价格，Y是
国民收入，M是货币需求，V是货币流通速度，古典学派认为P、V都没有太大变化
，因而M只与Y有关，就是货币需求只与收入有关，L=L(Y)；而凯恩斯的理论，如
上所述，L=L(Y,r)。不知道我解释的够不够清楚。

五、为什么说货币供给是外生变量

经济学流派之间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不尽相同。关于货币供应量是内生变量还是外生
变量的理论争论由来已久.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是货币供给外生变量论
的典型代表,其结论是:货币供给这个变量并不是由经济因素,如收入、储蓄、投资、
消费等因素决定的,而是由货币当局的货币政策决定的.尽管目前西方主流货币经济
理论仍坚持货币供应量为外生变量,但反对意见也一直没中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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