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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銀行學概要》

試題評析

今年普考貨銀試題為近年最簡單的一次，有認真準備的學員獲得85分以上並非難事。雖然簡單，

但要考高分仍有賴一些答題技巧，各題說明如下：

第一題為貨幣供給與貨幣基數之乘數關係，要詳細說明每一事件對貨幣乘數影響之原因；第二題

為名目與實質利率、匯率之關係，一定要寫出關係式；第三題稍有一點難度，貨幣市場在凱因斯

學派用以決定利率，在古典學派用以決定物價（特別要注意題意係指定用貨幣市場供需分析，無

關於IS-LM與AS-AD模型）；第四題以T字帳說明須強調資產、負債科目之變化。 

考點命中

第一題：《高點‧高上貨幣銀行學總複習講義》第一回，蔡經緯編撰，頁2，第三題。 
第二題：1.《高點‧高上貨幣銀行學總複習講義》第一回，蔡經緯編撰，頁49，第二十八題。 

2.《貨幣銀行學（概要）》，高點文化出版，蔡經緯編著，頁14-6。
第三題：《貨幣銀行學（概要）》，高點文化出版，蔡經緯編著，頁6-11。 
第四題：《貨幣銀行學（概要）》，高點文化出版，蔡經緯編著，頁4-8。 

一、令M為貨幣數量、MB為貨幣基數、m為貨幣乘數，請回答下列三題： 

(一)寫出M、MB與m三者間的關係。（5分） 

(二)試分析當一個國家的通貨膨脹惡化，對貨幣乘數與貨幣供給的影響。（10分）

(三)試分析當存款人不信任銀行體系，大規模提領存款而發生擠兌，對貨幣乘數與貨幣供給的

影響。（10分）

答： 

(一) 1.M、MB與m三者關係為：M = m × MB，即貨幣供給量等於貨幣乘數乘以貨幣基數。

2.以模型推導如下：

M = C + D……，MB = C + R……，R = rd．D + rt．T + E……， 
Ck
D

= ……，
Tt
D

= ……，
Ee
D

= ……。 

其中C為通貨淨額，D為活期存款（即存款貨幣），R為實際準備金，T為定期存款，E為超額準備金，

rd，rt為法定準備率，k為通貨比率，t為定存比率，e為超額準備率。 
將代入，得：MB =（k + rd + rtt + e）．D， 

存款乘數 = 
d t

D 1
MB k r r t e

=
+ + +．

；M =（1 + k）．D，

貨幣乘數（m）= 
d t

M 1 k
MB k r r t e

+
=

+ + +．
，：

d t

1 kM MB
k r r t e

+
= ×

+ + +．
。

(二) 通貨膨脹惡化，人們保有現金之比率降低(通膨使人們減少現金持有，增加提款次數而產生「皮鞋成

本」)，使通貨比率（k）下降，貨幣乘數（m）上升。若MB不變，則貨幣供給（M）亦將增加。

(三) 若發生擠兌風潮，存款人將存款提領出來，以通貨形式持有，將使通貨比率（k）上升，貨幣乘數（m）下

降；另一方面，銀行面對擠兌，必須提高超額準備率（e），亦使貨幣乘數下降。若貨幣基數（MB）不

變，貨幣乘數下降，貨幣供給亦將減少。

二、(一)請說明名目利率與實質利率的不同。（10分） 

(二)請說明名目匯率與實質匯率的不同。（10分）

(三)當本國貨幣相對於外國貨幣升值時，對本國進出口有何影響？（5分）

答： 
(一) 1.名目利率是債權債務契約上訂定的利率，係以貨幣為單位表示之利率，即名目利息除以名目本金。

2.實質利率為債權人獲得之實質利息收益率，或債務人負擔之實質資金成本率，以購買力表示。

3.兩者之關係可由費雪方程式表示，即：實質利率（r）= 名目利率（i）− 預期通貨膨脹率（π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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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名目匯率為兩國貨幣之交換比率，以直接報價法定義：1單位外幣可兌換若干本國貨幣。例如：1美元兌

換新台幣30元。

2.實質匯率為兩國同一商品之交換比率，即：1單位外國消費財，可兌換若干單位本國消費財。實質匯率用

以衡量出口競爭力之指標。

3.二者之關係：

f

d

e PR
P
⋅

= ，其中R為實質匯率，e為名目匯率，Pf為外國物價，Pd為本國物價。 

4.舉例說明：若1磅咖啡豆在台灣售價新台幣100元，在美國為10美元，匯率為1美元兌換新台幣30元，則在

美國之價格為新台幣300元，實質匯率為3。表示在美國買1磅咖啡豆，在台灣可買3磅。

(三) 若本國貨幣升值，即上述之名目匯率（e）下降，若Pf，Pd不變，則實質匯率（R）亦下降，表示外國商品

相對降價，本國商品相對昂貴，對本國出口不利，但對進口相對有利。

三、以貨幣市場供給與需求模型，繪圖分析當民眾減少貨幣需求、但央行維持貨幣供給不變，對利

率及物價的影響。（25分） 

答： 
(一) 依凱因斯學派之流動性偏好理論，由貨幣市場分析利率之變化。

原均衡點為A，利率為i0。若貨幣需求減少， d
0M 下移至 d

1M ，均衡點為B點，利率由i0降為i1。

(二) 依古典學派理論，由貨幣市場分析物價之變化。

1.以  π 表示貨幣之價值，即貨幣之購買力，為物價水準（P）之倒數。若央行可控制名目貨幣供給

（Ms），與 π 無關，Ms呈垂直線；但貨幣需求量（Md）與貨幣價值（π）呈負相關，即貨幣價值愈低，

物價愈高，貨幣需求量愈多。

2.若貨幣需求外生減少， d
0M 下移至 d

1M ，均衡點由A點移至B點，貨幣價值由 π0 降為 π1。又 π 與P負相

關，π 下降，即物價水準（P）上漲。

四、(一)試以T字帳說明，當我國中央銀行在外匯市場向商業銀行買入價值新臺幣100萬元的美元，

中央銀行與商業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分別將如何變化？（20分） 

(二)分析中央銀行在外匯市場買入外幣資產對本國貨幣基數的影響。（5分）

答： 

i 

i0 

i1 

0 

A 

B 

M 

Ms 

d
0M

d
1M

M0 

1
P

π =

π0 

π1 

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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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Ms 

d
0M

d
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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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央行買入價值新台幣100萬之美元，將使外匯存底（外匯資產）增加100萬，貨幣基數（負債）增加100
萬。

央行資產負債表

外匯存底 + 100 貨幣基數 + 100 
2.銀行賣出美元，將使外匯資產減少新台幣100萬元，但新台幣現金，即準備金（資產）增加100萬元。

銀行資產負債表

準備金 + 100
外匯 − 100

(二) 央行買入外匯資產，將使貨幣基數（MB）等額增加。由於M = m × MB，若貨幣乘數（m）不變，則貨幣

供給量（M）將倍數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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