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弗里德曼货币供给？弗里德曼政策主张

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弗里德曼货币供给，以及弗里德曼政策主张对应的知识点，文
章可能有点长，但是希望大家可以阅读完，增长自己的知识，最重要的是希望对各
位有所帮助，可以解决了您的问题，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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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弗里德曼为什么认为现代货币数量论首先是关于货币需求的理论

1、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认为现代货币数量论首先是关于货币需求的理
论，主要基于以下几个理由：

2、货币是一种交易媒介：货币在经济中的主要作用是作为交易媒介，方便商品和
服务的交换。因此，货币的需求与人们进行交易的意愿和能力密切相关。

3、货币的需求是由人们的行为决定的：货币需求取决于人们对货币持有的动机和
目的。人们持有货币是为了进行日常交易、应对紧急情况、储蓄或投资等目的。因
此，货币需求是由人们的行为决定的。

4、货币供应对货币需求的影响：根据现代货币数量论，货币供应的增加会导致货
币需求的增加，反之亦然。当货币供应增加时，人们会更愿意持有货币，因为他们
可以用更多的货币来进行交易。相反，当货币供应减少时，人们可能会减少对货币
的需求。

5、基于以上观点，弗里德曼认为现代货币数量论应该首先关注货币需求的决定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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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而货币供应则是对货币需求的反应。他强调货币需求的重要性，认为货币政策
应该根据货币需求的变化来制定，以维持经济的稳定和增长。

二、货币需求理论有哪些

货币供应量变化与价格水平变化之间的关系这一实际问题。

费雪方程式MV=PT为各种货币理论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参照点。

M代表货币供应量，V是流通速度，P是物价水平，T是商品交易量。

这个方程式也可以写成MV=PQ，Q代表实际总产出，V为收入流通速度。

摒弃了古典学派关于货币流通速度v是一个常量并开创了一种强调利率的重要性的
理论。他将这一理论称为流动性偏好理论(肯牺牲利息收入而储存不生息的货币来保
持财富的愿望和动机)。

凯恩斯假定货币需求背后有3个动机：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

①交易动机：由于收入和支出的时间不一致，为进行日常交易而产生的持有货币的
愿望。

②预防动机：为应付各种紧急情况而产生的持有货币的愿望。如应付失业、疾病等
意想不到的需要，以及企业不时之需

③投机动机：由于利率的不确定性，根据市场利率变化的预期持有货币以便从中获
利的动机。

人们为什么需要货币（钱）原因如下：

1、交易动机：日常消费，吃喝拉撒，哪个不要钱。

2、预防动机：生老病死，事事难料，手上留点活钱救急。

3、投机动机：贪得无厌，趋利避害，总是想着钱生钱。

凯恩斯认为货币需求的交易性部分和预防性部分与收入成比例，但它认为投机动机
和利率负相关。（L=-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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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货币需求量是利率i（负相关）和收入y（正相关）（L=ky）的函数

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货币流通速度并非常量，而是会随利率的变动而波动，流
动性偏好函数可改写为P/M=1/f(i,Y)

当i或Y改变时，货币流通速度也会改变

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他认为货币流通速度不是常数，而是与波动剧烈的利率正相
关。他的理论反对将货币流通速度视为常量，因为人们对正常利率水平的预期变动
将导致货币需求的变动，流通速度也会变化。

三、货币主义的货币理论（弗里德曼）

弗里德曼认为，人们在众多资产中选择货币，就像众多的产品中选一件一样，弗里
德曼将货币看作是资产的一种形式，用消费者的需求和选择理论来分析人们对货币
的需求。消费选择理论认为，消费者在选择消费品时，须考虑三类因素:收入，这构
成预算约束;商品价格以及替代品的价格;消费者的偏好。

三、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的盛行阶段

1、货币学派是二十世纪50～6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一个经济学流派，亦称货币主
义，其创始人为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弗里德曼。货币学派在理论上和政策主张方面
，强调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引起经济活动和物价水平发生变动的根本的和起支配作
用的原因，布伦纳于1968年使用“货币主义”一词来表达这一流派的基本特点，此
后被广泛沿用于经济学文献之中。

2、供给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个经济学流派。该学派强调经济的供
给方面，认为需求会自动适应供给的变化，因而得名，该学派认为，生产的增长决
定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

3、货币学派认为，影响经济的要素是货币的发行量而不是需求。它主张控制货币
发行量，反对用扩大政府开支、增加预算赤字手段来对付经济衰退和扩大就业，反
对国家过多地干预经济。供给学派强调以供给创造需求，认为发展经济的重点在于
扩大供给而不是需求，只要供给充足，需求就会跟上，整个经济便会随之出现稳定
增长。该学派主张减税和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管制，认为减税能刺激人们投资和生产
的积极性，减少政府对经济能加强市场机制的作用。两者虽有不同，但都是反凯恩
斯主义的重要学派，都反对政府对经济的过多干预。

四、货币供求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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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货币供求均衡，是指社会的货币供应量与客观经济对货币的需求量的基本相适
应，即货币需求＝货币供应。

2、在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一切经济活动都必须借助于货币的运动，社会需求都
表现为拥有货币支付能力的需求，即需求都必须通过货币来实现。

3、货币把整个商品世界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使它们相互依存、相互对应。整个社
会再生产过程，就其表象而言，就是由各种性质不同的货币收支运动构成的不断流
动的长河，货币的运动反映了整个商品世界的运动。因此货币供求的均衡，也可以
说是由这些货币收支运动与它们所反映的国民收入及社会产品运动之间的相互协调
一致。

五、凯恩斯和弗里德曼对货币需求理论各自观点

1、弗里德曼与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的比较：

2、1）资产选择范围：凯恩斯考虑的仅仅是货币和生息资产之间的选择，而弗里
德曼所考虑的资产选择范围要广泛的多，它不仅包括货币、债券，还包括实物资产
。

3、2）货币需求量的决定因素与稳定性

4、凯恩斯主义的货币需求理论中，人们持有货币的动机可以分为交易动机、预防
动机和投机动机，货币的需求量是不稳定的；货币主义则认为，决定货币需求量的
主要因素是恒久性收入，货币需求是稳定的。

5、3）货币供给量变化对经济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6、凯恩斯认为：货币供给量对国民收入的影响是间接的、次要的，具体作用机制
：货币政策工具→M（货币供应量）↑→r（利率）↓→I（投资）↑→Y（总收入）↑

7、货币主义则认为：在长期中，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不影响国民收入，只影响价格
；在短期中，货币供给量的变化既引起价格的变化，也引起国民收入的变化。

8、4）对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选择上，凯恩斯比较注
重财政政策，而相对轻视货币政策；货币主义认为货币政策比较重要。在货币政策
的选择上，凯恩斯主张“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货币主义则强调“单一规则”的
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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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这方面的信息，记得收藏关注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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