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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銀行學》 

試題評析 

今年高考試題以貨幣理論與政策為主，幾乎沒有金融面的議題，使試題較簡單化。因此，答題要

領顯得格外重要。準備周全的學員要得80分以上是有機會的！各題答題要領如下： 

第一題(一)以貨幣政策傳遞機制（如信用管道、Tobin q管道……）作答；(二)以銀行資產負債表觀

點思考；第二題為基本題，課堂上本人不斷提醒各學派對貨幣流通速度看法，考出來了；第三題

主要是成本推動性通膨的議題；第四題應依央行之政策措施作答，稍微偏了一些。 

考點命中 

第一題：《貨幣銀行學（概要）重點整理》，高點文化出版，蔡經緯編著，頁10-12。 

第二題：《貨幣銀行學（概要）重點整理》，高點文化出版，蔡經緯編著，頁7-3、7-14、7-15。 

第三題：《貨幣銀行學（概要）重點整理》，高點文化出版，蔡經緯編著，頁12-8、12-9。 

一、 近年來受到新冠肺炎疫情與俄烏戰爭影響，全球通貨膨脹大幅攀升，各國央行紛紛採取升息措

施。試回答下列問題： 

(一)為何升息可以抑制通貨膨脹？（10分） 

(二)分析升息對於銀行流動性風險的影響。（15分） 

答： 

(一) 升息抑制通貨膨脹之效果（管道）如下： 

1.傳統利率管道：升息使借款成本提高，減少投資與耐久財消費支出，使總需求減少； 

2.信用管道：升息使銀行信用創造能力降低，放款資金減少，使總需求減少； 

3.資產價格管道：升息使股價下跌，財富減少，消費支出減少，使總需求減少； 

4.Tobin q管道：升息使股市下跌，q比例降低而不利於投資，使總需求減少。 

依上述管道，AD線左移至AD'，使物價由P0降為P1。 

 

 

 

 

 

 

 

 

 

 

 

(二) 升息對銀行流動性風險之影響如下： 

1.Fed連續升息，使美國銀行業發生資產端固定收益未實現損失持續累積：升息使債券價格大幅降低，銀行

投資之債券資產發生資本損失，導致銀行資產價值不斷下跌。 

2. Fed連續升息，銀行之存款不斷流失：由於銀行投資債券損失，使存款人信心不足而提領存款。 

3.銀行取得流動性資金之借入成本提高，使銀行籌措短期資金困難。 

4. 若產生金融系統性危機，如今年上半年美國矽谷銀行倒閉、瑞士信貸危機，將加深金融業之流動性風

險。 

 

二、 令M為貨幣數量、P為物價水準、Y為總合產出、V為貨幣流通速度。 

(一)請寫出交易方程式（equation of exchange）。（5分） 

(二)試比較古典學派、凱因斯學派與傅利曼現代貨幣數量學說對貨幣流通速度的詮釋，以及其

代表的政策涵義。（20分） 

答： 

(一) 交易方程式係美國耶魯大學學者費雪（I. Fisher）提出，公式為：MV ≡ PY。M為貨幣數量，V為貨幣流通

速度，P為物價水準，Y為總合產出。此一恆等式表示該段期間之貨幣支出（即貨幣流量；MV）恆等於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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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之銷售額（即國民所得；PY）。 

(二)1.古典學派主張貨幣流通速度為一固定常數（制度因素使然），則名目所得（PY）與貨幣數量呈固定比例

關係，藉此闡釋其貨幣數量學說。貨幣數量（M）增加，在充分就業下（Y不變），物價水準（P）將等

比例上漲。 

2.凱因斯學派認為貨幣流通速度極不穩定，因為影響V之最主要因素為利率水準。另一方面，由於貨幣需

求函數不穩定，且貨幣需求之利率彈性很大，所以流通速度不穩定。因此凱因斯認為古典學派主張之貨

幣中立性不成立。 

3.貨幣學派主張貨幣需求函數在長期是穩定的，所以貨幣流通速度很穩定，且具有可預測性：貨幣需求不

是利率的函數，而是各項金融資產（如債券、股票）之預期報酬與貨幣報酬差距的函數；且貨幣需求是

「恆常所得」的函數，在長期亦是穩定且可預測的。因此，貨幣流通速度有極佳的可預測性，央行可藉

此控制貨幣數量，進而影響總合需求及所得水準，執行「貨幣目標機制」。 

 

三、 請以總合供給與總合需求模型，繪圖說明薪資物價螺旋（wage-price spiral）。面對薪資物價螺

旋產生的通貨膨脹，政府可以採取那些政策因應及其可能帶來的影響為何？（25分） 

答： 

(一)1.薪資與物價螺旋上升的惡性循環，指為了紓解薪資所得者因物價上漲，實質所得降低，生活負擔加重，

政府或工會透過加薪因應。如此一來，工資再提高，又導致物價再次上漲，陷入循環式通貨膨脹。 

 

 

 

 

 

 

 

 

 

 

 

如圖中總合供給線自AS0不斷左移至AS1，AS2，使物價由P0上升至P1，P2。 

2.通膨係供給面因素造成，若央行因產出減少（經濟衰退），亦不斷增加貨幣供給，使AD亦不斷右移，則

物價上漲情況將更嚴重。 

(二) 若通膨係供給面因素造成，為避免工資與物價螺旋式上漲，應避免採取調高薪資政策，亦應避免央行擴張

性之貨幣政策，建議採取下列政策： 

1.所得政策：凍結工資與物價之政策，包括工資管制、利潤管制。如美國1962年實施「標竿政策」，1971

年採「經濟安定法案」，1978年採工資物價自限原則，目的在避免企業哄抬價格，工會要求加薪而不思

提高生產力。 

2.降低稅率：供給面學派之主張，希望藉此提高勞動供給，資本累積，使總合供給增加。 

 

四、 試舉例說明我國中央銀行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實施的貨幣信用措施，及其可能帶來的影響。（25

分） 

答：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導致全球經濟前景急遽惡化，國際金融市場劇烈波動，國內受疫情衝擊，製造業恐面臨生產

供應斷鏈，部分服務業則因消費萎縮而經營困難，尤其中小企業可能面臨融資受限而加重其經營困境，並衝擊

就業市場，央行採行預防性因應對策，包括調降各項政策利率（重貼現率、短期融通利率與擔保放款再融通利

率）、備有擴大附買操作機制，以及提供中小企業貸款專案融通。由於我國金融結構以間接金融為主，中小企

業資金主要來自金融機構融資，發行票、債券金額有限，所以不適合實施量化寬鬆政策（QE）。 

(一) 降低重貼現率等政策利率： 

1.減輕民眾與企業債務負擔，協助中小企業度過難關，穩定家計與企業部門信心，以維持經濟活動順利運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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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維持國內金融穩定：避免美台公債利差波動過大而影響資金大量移動，有助維持金融穩定。  

(二) 擴大附買操作機制：確保國內金融機構可隨時取得所需流動性，使其得以在資金充裕情況下，發揮金融中

介功能，對營運正常之企業提供所需資金。  

(三) 中小企業貸款專案融通：直接融通資金予承作合格貸款之金融機構，充分支應金融機構流動性，協助中小

企業營運不中斷，以渡過新冠肺炎疫情危機，支持實體經濟在疫情過後能夠迅速復甦。  

(本 題 解 答 參 考 2020/6/18央 行 貨 幣 與 金 融 專 區 ： 本 行 因 應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所 採 對 策 及 與 美 國 Fed措

施 之 比 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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