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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创造机制 货币创造的基本原理

一、论述对外收支与货币均衡的机制

对外收支与货币均衡机制是指国际收支与货币市场相互作用的过程。当国内出口增
加，外汇收入增加，货币供应量增加，汇率上升，进口减少，最终对外贸易收支平
衡；反之亦然。货币均衡机制是指货币供应量与货币需求量之间的平衡，当货币供
应量过多，利率下降，投资增加，经济增长，通货膨胀，货币需求增加，最终达到
货币供求平衡；反之亦然。

二、机制币算不算文物

1、因为机制币是指由机器生产的货币，是现代货币的一种，其设计和制造技术都
较为现代化，而文物则是指历史文化遗产的物品，具有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并
且具有一定年代和历史背景。

2、尽管机制币也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但其主要价值在于其货币属性，不属于传
统的文物类别。

3、但需要注意的是，一些机制币可能具有历史和文化背景，比如针对特定时期或
事件而发行的纪念币、红色基地地方货币等，这些机制币本身可以作为历史文物的
一种，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

三、凯恩斯主义的货币传导机制的主张

1、凯恩斯的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理论是西方经济学界的经典理论。凯恩斯的逻
辑思路是：实际产量的增加与否取决于有效需求即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达到均
衡时的总需求。

2、有效需求由边际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灵活偏好三大心理因素所决定的消
费需求与投资需求构成，在边际消费倾向因消费增长赶不上收入增长而递减从而消
费需求不足时，投资需求必然成为弥补总供给与总需求缺口的关键因素。

3、投资需求取决于利率与资本边际效率的对比关系。

4、由于利息是人们放弃灵活偏好的报酬，因此，利息率的高低便取决于人们对货
币的灵活偏好程度即货币的需求程度。

5、这样，凯恩斯关于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便体现为：货币供给(M)相对于货币需
求增加后，人们手持货币超过了灵活偏好程度，对债券的需求即会增加，从而债券
价格上涨，利率(i)下降，当利率下降到小于资本边际效率时，就会刺激投资(I)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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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费倾向一定的情况下，投资增加通过乘数效应促进总需求和总产出(Y)的增长
。

四、影响货币供给传导机制有哪些途径

1、利率、信用、非货币资产和汇率四种途径。

2、凯恩斯学派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通过货币供给的增减影响利率，利率的变
化则通过资本边际效益影响投资，而投资的增减进而影响总支出和总收入，这一传
导机制的主要环节是利率。

3、与凯恩斯学派不同，货币学派认为利率在货币传导机制中不起重要作用，他们
认为货币供给量的变化直接影响支出，然后再由支出影响投资，最终作用与总收入
。

4、货币主义者认为在短期，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会带来产出的改变，但在长期，则
只会影响物价水平。

五、货币支付的机制

1、支付机制是由特定的金融中介提供的付款方式。分现金支付和非现金支付。非
现金支付指通过支票、信用卡、借记卡和电子转账系统等付款，对金融市场功能的
发挥非常重要，它不仅方便安全，更重要的是让货币资金在银行体系内流动，加大
了对货币的利用效率。

2、如果仍然停留在现金支付阶段，货币从银行体系漏出，一方面货币持有成本高
，另一方面货币政策对货币的调控失去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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