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货币经济学                                                                蔡奕娴 16300680217 

1 
 

1． 假设支票存款的法定准备金比率为 10%，银行不持有超额存款准备金，非银行部门持有

的通货数量保持不变。当中央银行通过向银行部门出售价值 500万元债券来减少存款准

备金时，银行体系在均衡时的 T型账户会是怎样？支票存款水平会发生什么变化？ 

当央行向银行系统出售 500万元债券时，央行 T型账户变动如下： 

资产 负债

债券-500万 存款准备金-500万

中央银行

资产 负债

债券+500万

存款准备金-500万

银行系统（A）

 

由于支票存款未发生变动而准备金减少 500万，银行需要收回贷款或出售证券以补充存

款准备金，此时发生另一银行的支票支付行为，进而导致存款准备金进一步减少；而由于存

款准备金率小于 1，银行减少的存款准备金持有不足以弥补支票存款提取，进一步通过收回

贷款或出售证券以补足差额，由此循环有： 

资产 负债

存款准备金+500万

贷款或证券-500万

银行A

资产 负债

存款准备金-50万 支票存款-500万

贷款或证券-450万

银行B

资产 负债

存款准备金-45万 支票存款-450万

贷款或证券-405万

银行C

资产 负债

存款准备金-40.5万 支票存款-405万

贷款或证券-164.5万

银行D

 

……直至银行体系中无补足准备金的需求为止。达到均衡后由各银行 T型账户总和可得银行

体系的 T型账户如下： 

资产 负债

存款准备金-500万 支票存款-5000万

贷款或证券-5000万

债券+500万

银行系统

 

即银行体系中支票存款变动总额 。 

2. 如果你决定比平常少持有 100元现金并将其存入你在开户银行中的支票账户，而其他条

件保持不变，那么你的行为会对银行体系的支票存款产生什么影响？假设支票存款的法定准

备金比率为 10%，银行不持有超额准备金。 

当居民将通货存入银行时，居民与银行系统 T型账户变动如下： 

资产 负债

通货-100

支票存款+100

非银行系统

资产 负债

存款准备金+100 支票存款+100

银行系统

 

由于银行准备金比率不变，此时银行系统中产生 90 元超额准备金；同时由于银行不持

有超额准备金，将作为贷款贷出，若贷款人将款项存入另一支票存款账户，则会再次产生超

额存款准备，并再次作为贷款贷出，如此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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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 负债

存款准备金-90

贷款+90

银行系统A

资产 负债

存款准备金+9 支票存款+90

贷款+81

银行系统B

资产 负债

存款准备金+7.29 支票存款+81

贷款+73.71

银行系统C

 

……直至银行体系中不存在可贷出的超额准备金为止，最终将所有银行的 T型账户加总可得

银行体系 T型账户如： 

资产 负债

存款准备金+100 支票存款+1000

贷款+900

银行系统

 

即银行体系支票存款变动为：  

3. 请运用基础货币模型来分析银行恐慌的发生过程。在有银行发生倒闭时，为

什么需要政府参与银行系统管理？政府对银行系统进行管理时，具体有哪些措

施？请对这些措施的实际运行效率加以比较。 

（1）银行恐慌发生过程简析 

银行恐慌是指多家银行同时倒闭的现象，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公众对银行系统普遍

失去信心时。银行恐慌多发端于存款人出于对银行出现问题的预期或信心的失去，由于担心

其存款的安全性而对个别银行的存款挤提行为，而由于银行提款实施排队原则以及信息的不

对称，恐慌情绪就会在存款人之间蔓延，造成挤提存款的现象不断扩散，加剧银行持有的准

备金不足的可能性。而由于银行业务具有存短贷长的特点，在存款人争相提取存款时，银行

就有可能因流动性不足而最终无法满足所有存款人的取款需求。而对于单家银行而言，在遭

受存款挤提的过程中出于自我保护，往往会通过出售资产、收回贷款等行为保证流动性，造

成在系统内对流动性的争夺，进一步使得流动性危机扩散到其他银行，引起整个银行系统的

多倍存款收缩，最终使得各家银行面临倒闭风险。 

总结而言，银行恐慌的发生往往具有同时性和规模大的特点：其原因在于：其一，商业

银行的自我保护机制，即为了避免存款挤兑危机而提高超额准备金持有水平；其二，存款人

为防止银行存款无法兑现，争先恐后地从银行提取存款，使得货币创造减少。 

（2）银行恐慌的管理 

信息不对称和市场主体对银行系统缺乏信心是银行恐慌爆发的根本原因。基础货币模型

说明维持正常的货币供给过程是对银行恐慌进行管理的关键，也是政府进行银行系统管理的

必要性所在。而降低非银行部门的通货持有比率以及银行部门的超额准备金持有比率是在民

众对银行产生问题预期或出现信心缺乏时防止银行恐慌发生的有效途径，而在实际经济中有

以下几种管理措施：1、鼓励同业拆借。通过鼓励银行之间在遇到流动性困难时进行相互救

助，可以帮助遭受存款挤提的银行度过危机；2、实行最后贷款人制度。由央行充当最后贷

款人角色，在银行面临存款挤提时，央行通过公开是慈航购买、发放更多贴现贷款向银行系

统注入流动性，挽救陷入危机的银行，阻止银行恐慌的扩散；3、对银行存款提供存款保险。

存款保险公司负责为所有商业银行一定数额的储蓄账户提供保险，同时收取银行保险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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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生银行倒闭时由基金向存款人提供赔偿。 

（3）银行恐慌管理措施的运行效率比较 

在三种主要常用的管理措施中，最后贷款人制度和对银行存款提供存款保险的内在逻辑

是直接以央行信用为担保提高存款人对银行存款的信心，一方面降低存款人失去信心、发生

挤提存款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阻止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排队原则”导致的恐慌情绪蔓延。由

于是通过信心渠道直接影响 C/D 和 ER/D 的变动来影响货币乘数，从而对于维持货币供应的

稳定有较为显著的作用，相对而言运行效率比鼓励同业拆借措施高。而在最后贷款人和存款

保险制度之间，后者是将央行信用担保直接向存款人提供，而前者则是向银行提供，所以其

作用方式存在细微差异，后者对于提高信心、从发端和根源上防止银行恐慌更加有效。而鼓

励同业拆借则是通过间接的手段增加银行遭受存款挤提时的流动性补充措施，减少了银行因

流动性不足倒闭的风险，也阻碍了流动性争夺导致的风险在银行之间的扩散和放大。 

 

4. 中国人民银行将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要求从 19%提高到 20%以后，人民币供应量

会怎样变化？假设起初所有商业银行都不持有超额存款准备金。请用 T型账户详细分析整个

银行体系的变化过程。求解准确的货币供应量变化还需要知道哪些参数？如果法定准备金比

率调整以前，银行体系中的存款总额为 500亿元，超额准备金为 5亿元，非银行部门持有的

通货为 100亿元，那么，在法定准备金比率提高到 20%以后，货币供应量会变化多少？ 

当央行将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由 19%提高至 20%时，假设此时银行体系中支票存款总额

为 D，则会引起银行体系法定准备金提取不足，缺口大小为 1%D，需要通过收回贷款或出售

证券补足准备金，若假设非银行部门通货持有量不变即仅使用支票存款偿还贷款以及购买证

券，就会导致另一银行 B的支票存款有等额的减少，而这一减少造成将造成相当于其 20%的

存款准备金减少，以及 80%的证券出售或贷款收回，进一步导致银行 C的支票存款减少，由

此循环影响： 

资产 负债

存款准备金+1%D

贷款或证券-1%D

银行系统（A）

资产 负债

存款准备金-0.2%D 支票存款-1%D

贷款或证券-0.8%D

银行B

资产 负债

存款准备金-0.16%D 支票存款-0.8%D

贷款或证券-0.64%D

银行C

资产 负债

存款准备金-0.128%D 支票存款-0.64%D

贷款或证券-0.512%D

银行D

 

……直至银行体系中不再发生支票存款减少为止。在通货持有量不变以及银行不持有超额准

备的假设下，最终银行体系均衡时的 T型账户如下： 

资产 负债

贷款或证券-5%D 支票存款-5%D

银行系统

 

即 法 定 存 款 准 备 金 率 的 提 高 1% 将 导 致 银 行 系 统 中 支 票 存 款 和 贷 款 或 证 券

=-5%D的减少，即货币供应量等量的减少，与此同时银行系统中的存款准

备金总额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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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不能假设 ER/D=0以及 C/D不变时，由货币乘数公式： 可知，要求出

变动对于 M1 的影响，还需要通货持有比率 C/D 以及银行部门超额准备金持有比率 ER/D

的数据。 

由题中所给数据可知，银行体系存款总额 D=500亿元，超额准备金 ER=5 亿元，非银行

部门持有通货 C=100亿元，则：将数据代入公式可知，

；而当法定准备金率由 19%提高至 20%时，而由于银行支票存款总额不会发生变动，则法定

准备金总额要求由 95 亿元增加至 100亿元，短期内银行将以 5亿元超额准备金弥补，此时

银行系统中总准备金 R不变，货币供应量不变，相当于银行 ER/D减少为 0，

亿元。 

而长期内若银超额准备仅持有决策不变即需要保持 ER/D不变，则需通过贷款收回和证

券出售获得准备金，在此过程中会造成支票存款的缩减。由题中所给数据可知，银行初始超

额准备金率为 5/500=1%，总准备金率为 1%+19%=20%，而提高法定准备金率至 20%的同时维

持超额准备金率不变即将总准备金率由 20%提高至 20%+1%=21%，这一操作对于银行系统可以

等价于在无超额准备金持有的条件下将法定准备金率由 20%提高 1%至 21%。于是由前文 T型

账户分析可知，通过贷款多倍收缩最终平衡时银行体系中准备金总额 R不变，于是基础货币

MB=C+R不变。

即货币供应量 M1减少约 14.63亿元。由此可见当引入居民通货持有以及超额准备金持有时，

货币供应量的缩小比率较居民通货持有量不变以及银行不持有超额准备金时小，即居民的通

货持有决策以及银行的超额准备仅持有决策均会对央行的货币政策效果以及传导产生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