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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货币和货币供应量，存款货币的创造过程

一、货币供应量大说明什么

1、货币供应量增加会导致物价上涨。货币供应量亦称货币存量、货币供应，指某
一时点流通中的现金量和存款量之和。货币供应量是各国中央银行编制和公布的主
要经济统计指标之一。货币供应量指一个国家内工商企业和个人所拥有的可供支付
之用的货币总额。其包括流通中的银行券、硬通货和活期存款，但不包括金融主管
当局的库存现金。

2、货币供应量是金融当局通过金融市场干预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物价上涨
是指物价水平的普遍上涨。物价上涨是通货膨胀的表现之一。

3、通货膨胀则是能够造成一国货币贬值的该国国内主要商品的物价普遍、持续、
不可逆的上涨。

4、造成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是一国流通的货币量大于本国有效经济总量。

二、为什么货币供应量银行存款会增加

1、货币供应量超过了流通中的需要量时，会引发通货膨胀，造成物价全面持续地
上涨。

2、为了抑制通货膨胀，中央银行此时要实现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即通过提高基准
存贷款利率，吸引储户存款，而贷款利率的提升，会抑制客户贷款。从而推动货币
回流到银行。

三、什么来衡量货币供应量

1、货币供应量(moneysupply;supplyofmoney)亦称货币存量、货币供应，指某
一时点流通中的现金量和存款量之和。货币供应量是各国中央银行编制和公布的主
要经济统计指标之一。

2、现在中国的货币供应量统计是以天为基本单位，所谓的某年某月某日的货币量
实际上是吞吐货币的银行每日营业结束之际那个时点上的数量。在这个基础上，月
货币量如果指的是月平均量，计算的细一些，可以是全月每天货币量的平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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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货币供应量的现实水平是一国货币政策调节的对象。预测货币供应量的增长、
变动情况则是一国制定货币政策的依据。由于各国经济、金融发展和现实情况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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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经济学家对货币定义解释不同，各国中央银行公布的货币供应量指标也不尽
相同。有狭义货币供应量(流通中的现金和商业银行活期存款的总和)和广义货币供
应量(狭义货币供应量再加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的总和)之分。

四、纸币供应量与发行量的区别

1.定义上的差异：纸币供应量是指市场上流通的纸币总量，包括正在使用和储备的
纸币。而纸币发行量是指银行或其他发行机构发行的纸币数量。

2.控制因素：纸币供应量受到货币政策、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而纸币发行量主要由发行机构和政府决定，受政
治、经济等因素影响。

3.流通速度：纸币供应量与发行量的关系还受到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货币流通速
度快，意味着同一张纸币在市场上流通的次数增多，实际购买力增强；反之，货币
流通速度慢，实际购买力减弱。

4.储备需求：纸币供应量还包括作为储备的纸币，这部分纸币并不直接参与市场交
易，但在必要时可以投放市场，从而影响货币供应量。

5.货币政策的传导：纸币供应量的调整通过货币政策传导至经济主体，影响投资、
消费和储蓄等经济行为。而纸币发行量的调整则是货币政策的直接体现，对市场利
率、汇率等金融市场要素产生影响。

总之，纸币供应量与发行量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市场上实际流通的纸币总量，后者是
发行机构发行的纸币数量。两者之间的关系密切，共同反映了国家货币政策的实施
和效果。

五、法定准备金率和货币供给量怎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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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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