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行理财网
超额货币供给(实际货币供给量和名义货币供给量)

一、货币供给数量由什么两部分组成

1、基础货币由银行体系的法定准备金、超额准备金、库存现金以及银行体系之外
的社会公众的手持现金等四部分构成。其公式为：基础货币=法定准备金+超额准
备金+银行系统的库存现金+社会公众手持现金市场经济的货币供给机制，是由两
个层次构成的货币创造系统。

2、一是存款货币的创造层次，由存款货币银行的分散决策和它们的自我约束机制
来实现；

3、二是基础货币的创造层次，由中央银行的集中决策与宏观调控来实现。

二、什么是超额准备金

1、超额准备金是指商业银行及存款性金融机构在中央银行存款帐户上的实际准备
金超过法定准备金的部分，是中央银行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

2、超额准备金是商业银行主动存放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它主要用于支付清算、
头寸调拨或作为资产运用的备用资金。超额存款准备金不在法定存款准备金的范围
内，商业银行可以自由运用，并且可以从中央银行获得利息。

3、总而言之，商业银行存放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分为法定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存款
准备金，法定存款准备金是法定的，商业银行必须缴存，当商业银行收到一笔新存
款时，就必须按照一定比例缴存法定存款准备金。这个比例也叫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也是货币政策工具之一。

三、什么是超额流动性

1、超额流动性或流动性过剩就是指在经济体中，货币供应量的增长超过了实体经
济增长所需的供应量。

2、就中国的情况来说，从近几年的情形看，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主要是由于贸易顺
差迅速扩大所推动的。贸易顺差引起外汇储备增加，外汇储备增加带来了外汇占款
和基础货币供给增加；基础货币供应增加经过商业银行体系的放大，产生更多的货
币供应。

四、货币需求量和货币供给量的公式关系

1、货币的需求量=商品价格水平*商品总量/货币流通速度=商品价值总额/货币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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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速度。

2、实际货币需要量=（一定时期中待销售的商品总量*单位商品价格）÷单位货币
流通速度名字货币需求=Ms=B*m式中，Ms代表货币供给量；B为基础货币；m为
乘数。m=[(C÷D)1]÷[(C÷D)(R÷D)]式中，m为乘数；C/D表示现金提取率；R/D
表示存款准备金率（包括法定存款准备金与超额准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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