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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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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国际通用货币供给公式

1、货币供给量公式为：货币供应量=货币乘数×基础货币=(超额存款准备金率+1)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超额存款准备金率+现金-存款比率)。

2、公式就是用数学符号表示各个量之间的一定关系(如定律或定理)的式子。具有
普遍性，适合于同类关系的所有问题。在数理逻辑中，公式是表达命题的形式语法
对象，除了这个命题可能依赖于这个公式的自由变量的值之外。

三、怎么求货币供给量用什么公式

货币供应量=货币乘数×基础货币=（超额存款准备金率+1）/（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超额存款准备金率+现金-存款比率）粗一些，可以是月初、月末两个货币存量数
的平均。同样，年的平均货币量计算亦是如此。对有些问题的分析，也可用月末、
季末、年末货币余额这样的数字。

四、货币供给与利率怎么算

货币供给和利率是宏观经济学中重要的概念，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以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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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计算货币供给和利率的方法：

货币供给通常由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来控制和度量。常见的货币供给指标包括M0
、M1、M2等，其中M0是指流通中的现金，M1是M0加上活期存款，M2是M1加
上定期存款等。

计算货币供给的具体方法会因国家和货币统计机构而异。一般来说，中央银行会根
据各种货币资产的数量和组成来计算货币供给量。

利率是指借入资金的成本或借出资金的收益。利率的计算通常涉及到以下因素：

-基准利率：基准利率是市场上的参考利率，它可以是中央银行的政策利率、市场
利率或其他指标利率。

-浮动利率：贷款或债券的利率可能会根据基准利率加上一定的利差来确定。利差
的大小取决于借款人的信用风险、市场供求情况等因素。

-复利计算：在计算利率时，复利是常见的方式。复利是指将利息加入本金，在下
一期计算利息时一并考虑。

需要注意的是，货币供给和利率的计算方法可能因国家、货币体系和具体的经济情
况而有所不同。此外，货币供给和利率的变化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中央银行
政策、经济增长、通货膨胀预期、市场供求等。

如果你对特定国家或地区的货币供给和利率计算感兴趣，建议参考相关的经济数据
、中央银行报告或专业的经济研究资料。

五、资金供给函数公式

1、货币供应量=货币乘数×基础货币=（超额存款准备金率+1）/（法定存款准备
金率+超额存款准备金率+现金-存款比率）

2、粗一些，可以是月初、月末两个货币存量数的平均。同样，年的平均货币量计
算亦是如此。对有些问题的分析，也可用月末、季末、年末货币余额这样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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