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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的定義：

【具有普遍接受性的交換媒介，從而可作為價值的尺度、延期支

付的手段與價值儲藏的手段】者，即可稱為貨幣。通常指實際貨

幣，例如硬幣、鈔券或其他任何可作自由交換之媒介物品。

貨幣的演進：

貨幣的演進可分為五個階段：

物物交換時期：原始的初民社會或穴居野處時，生活甚為簡

單，多為自給自足，後來因為人口日益增加，交通漸便，社會

也越來越發達，人與人的接觸隨之頻繁，慾望也因之增強；某

家庭專長耕耘，另一家庭可能善於織布，久而久之，彼此發現

可以相互易取過剩產品，藉以滿足雙方的需求，於是發生物與

物的直接交換（Direct exchange），以布易米，以牛易羊。

商品貨幣時期：在狩獵時代，以野獸肉為食，皮毛為衣，故此

時通行之貨幣為獸皮。至遊牧時代，則以家畜為交換之媒介。

降至農業時代，遂以穀物、菸草等農產品作為交易之媒介。至

於某一社會選用何種商品作為貨幣，則決定於客觀因素。例如

居住海邊的人，則以貝殼為貨幣；住在熱帶之人，則以羽毛為

貨幣。

第一章　總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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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貨幣時期：人類逐漸在各種商品中，發現只有金屬所具備

的貨幣條件最合需要，金屬遂被廣泛採用，並且代替了其他商

品貨幣的地位。故人類首先採用貴金屬，例如銅、鐵，後來發

現貴金屬中的金、銀較銅、鐵尤為適宜。金屬貨幣由秤兩進化

而成為鑄造貨幣，構成近代貨幣的主流，是為鑄幣（Coined 

money）之起源。

紙幣時期：紙幣為現代流通中貨幣之主要型態，由於貿易數量

與價值之日漸增加，金屬鑄幣攜帶不便；又因金銀均係貴金

屬，發行金屬貨幣，須有很多的金屬，因此，乃有紙幣的發

明。紙幣的使用可分前後二期，前期以兌現紙幣為主，即可兌

換金屬貨幣的紙幣，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各國的紙幣多屬於此

類；而不能兌現金屬貨幣的不兌現紙幣，不依附貴金屬，全憑

發行者之信用或權威而行使，其價值則以人為的方式加以管

理，目前世界各國的本位貨幣，大概都是這種不兌現紙幣。

信用貨幣時期：信用制度發達的國家中，活期存款的存戶，往

往利用他們的活期存款簽發支票以替代貨幣，購買貨物或勞

務。又因「背書」的行使，支票可輾轉流通，可減低因使用現

金而遭受損失的風險，故信用制度發達的國家，活期存款常為

通貨量之數倍，成為主要的支付工具。存款貨幣或稱信用貨

幣，成為貨幣演進的最高形式。

近似貨幣：

在金融活動上，例如定期存款或儲蓄存款等流動性資產，在需要

時常易於變換為現金而使用，因被稱為【準貨幣】，又這些流動

性資產，由於其性質與貨幣相近似，故稱之為【近似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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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的功能：〈96農九職等〉

主要功能或基本功能：是指貨幣為實現它的基本目的所必須具

備的功能，可分為：

【交換的媒介】：有了貨幣之後，人們可將財貨或勞務，先

行換成貨幣，然後再以貨幣，換取其所需要的財貨或勞務。

交換的媒介又可稱為支付的工具。

【價值的單位】：貨幣是一種價值單位，用來衡量及表示一

切物品和勞務之價值，大大簡化了市場上衡量貨物交換的問

題，各物價值的大小，都以貨幣為計算單位，這個功用又稱

為【價值的尺度】或【計算的單位】。

引申功能或誘發功能：是指此項功能係由主要功能所引發出來

之附加功能，又可分為：

【延期支付的標準】：由於貨幣具有共同接受的計價單位，

使債權融通更為方便。

【價值的儲存】：貨幣的儲存方便，且流動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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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應具備的要件：

【普遍的接受性】：貨幣具有購買力，能滿足人們的各種欲

望，為人人所樂於接受。

【價值穩定】：貨幣的價值比較穩定，經久而不易變化，可作

價值的尺度。

【易於分合】：能適應交易額大小的需要。

【便於辨認與攜帶】：貨幣具有特定的鑄造形式及字樣容易識

別，且容易隨身攜帶。

【持久耐用】：金屬貨幣經久耐用，不易損毀，紙幣也採用特

製紙張，不易破損。

【整齊劃一】：即同一單位的貨幣，其品質及內容完全相同，

價值也一致。

【具有法律基礎】：貨幣具有「法償」性質，亦即合法的償債

工具，對方不得拒絕接受。

貨幣存量（money stock）：

是一種靜態的量，指的是經濟體系在某一特定時點的貨幣供給

量，即通貨淨額＋存款貨幣淨額。

貨幣流量（money flow）：

是一種動態的量，指的是經濟體系在一定時期之內（通常為一

年），因流通、轉讓而產生一定交易數額的貨幣存量，亦即貨幣

流量＝平均貨幣存量×平均貨幣流通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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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值貨幣：

係貨幣的價值與其材料價值相等，此貨幣與商品有相同的價值。

早期的金屬貨幣及商品貨幣都是全值貨幣，但經數次貶值後，其

面值低於材料價值。

現代國家貨幣供應的主要來源：

【銀行存款貨幣】。

【紙幣與輔幣】。

關鍵通貨：

貨幣的流通範圍本來是限於一國以內，但是由於環境和習慣等因

素，有些國家的貨幣變成國際收支的標準單位，無異擴大其流通

範圍，並且被各國承認為主要的通貨，而被稱為【關鍵通貨】。

貨幣供給量：〈105、103、101農九職等、99農七、八、九職等〉

M1＝通貨淨額＋存款貨幣淨額（狹義）我國將 M1 又進一步分

為 M1A 與  M1B

M1A＝通貨淨額＋支票存款＋活期存款

M1B＝通貨淨額＋支票存款＋活期存款＋活期儲蓄存款

＝M1A＋活期儲蓄存款

M2＝M1B（或M1）＋準貨幣（廣義）其中，準貨幣包括定期存

款、定期儲蓄存款、存簿存款以及外幣存款。

美元危機：

即當美國的國際收支發生長期逆差，形成各國持有的美元增加

時，各國必將部分美元餘額換為黃金，於是引起美國庫存黃金的

外流，即產生美元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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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 刀 小 試

（Ｂ）▲貨幣最初的型態是：（Ａ）金屬貨幣（Ｂ）商品貨幣（Ｃ

）紙幣（Ｄ）信用貨幣。

（Ｃ）▲實質貨幣是貨幣面值：（Ａ）小於（Ｂ）大於（Ｃ）等於

　幣材價值。

（Ｄ）▲下列何者是貨幣之特性？（Ａ）具有普遍的接受性（Ｂ）

價值穩定（Ｃ）可交換性高（Ｄ）以上皆是。

（Ａ）▲貨幣的基本功用和引申功用，必須有：（Ａ）穩定的貨幣

價值（Ｂ）穩定的購買力（Ｃ）變現的能力（Ｄ）變動的

貨幣價值　作基礎始能發揮。

（Ｄ）▲貨幣之功能是：（Ａ）價值的尺度（Ｂ）價值的儲存（Ｃ

）交換的媒介（Ｄ）以上皆是。

（Ｄ）▲近代通行紙幣，由法律賦予一定的價值，而其價值之能否

維持，視：（Ａ）市場的黃金供給量（Ｂ）市場的黃金需

求量（Ｃ）物價水準的變動（Ｄ）社會能否保持適當的貨

幣供需量　而定。

（Ｃ）▲所謂近似貨幣，所指為以下何者？（Ａ）支票存款（Ｂ）

輔幣（Ｃ）定期及儲蓄存款（Ｄ）活期存款。

（Ａ）▲貨幣基數，與：（Ａ）強力貨幣（Ｂ）貨幣乘數（Ｃ）內

在貨幣（Ｄ）貨幣政策　二者名詞通用。

（Ｃ）▲下列何者是無形貨幣？（Ａ）金屬貨幣（Ｂ）商品貨幣（

Ｃ）存款貨幣（Ｄ）紙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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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凱因斯認為人們保有貨幣係基於三種動機，其中投機動機

保有的貨幣其數量受到：（Ａ）所得（Ｂ）利率（Ｃ）物

價水準（Ｄ）匯率　的影響。

凱因斯認為，交易性與預防性貨幣需求與所得呈正向

關係；投機性貨幣需求則與利率呈反向關係。

（Ｃ）▲凱因斯的貨幣理論，特別強調了古典學派所忽略之貨幣的

：（Ａ）交易媒介功能（Ｂ）計算單位功能（Ｃ）價值儲

藏功能（Ｄ）支付工具功能。

（Ｃ）▲貨幣供給額 M1A 之定義為：（Ａ）通貨發行額＋支票存款

＋活期存款（Ｂ）通貨發行額＋活期存款＋定期存款（Ｃ

）流通在外通貨＋支票存款＋活期存款（Ｄ）流通在外通

貨＋儲蓄存款。

（Ｃ）▲狹義貨幣供給量  M1 包括通貨淨額與存款貨幣淨額，為各

國中央銀行的統計所採納，又可分為  M 1A 與  M 1B，其中

M1B 係指：（Ａ）通貨淨額＋支票存款淨額（Ｂ）M1A＋

活期存款（Ｃ）M1A＋活期儲蓄存款（Ｄ）通貨淨額＋支

票存款＋活期存款。

（Ａ）▲貨幣總計數中：（Ａ）M2＝M1B＋準貨幣（Ｂ）M2＝M1B

＋活期存款（Ｃ）M 2＝M 1B＋活期儲蓄存款（Ｄ）M 2＝

M1B＋存簿儲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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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的意義：

信用乃是一種延期支付的承諾。

授信人與受信人的區別：

【信用是債權債務的關係】。將自己有價值的東西借與他人者就

是【債權人】，稱為【授信人】；借到這種東西的人就是【債務

人】，稱為【受信人】。

第五章　信用及信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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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的種類、型態：

依授信人的性質分類：【個人信用、銀行信用、政府信用】。

依用途分類：

【生產信用】：指生產性的放款，以幫助生產之進行為目

的。

【消費信用】：指消費性的放款，以供消費為目的。

【商業信用】：指商業性的放款，以供商業短期資金周轉為

目的。

【財政信用】：指銀行對政府之放款，以供政府資金應用為

目的。

【投資信用】：指投資性的放款，以供投資用途為目的。

依信用的期間（或償還期限）分類：

【活期信用】：又稱為【即期信用】，債務人（借款人）可

隨時償還者，如銀行的活期放款以及金融市場中的折款。

【短期信用】：指期限在一年以內者，如商業信用屬之。

【中期信用】：期限超過一年而在七年以內者，如消費信

用。

【長期信用】：期限超過七年者，如投資信用屬之。

依信用的來源分類：【國內信用、國際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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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額度與信用基礎：〈104農九職等〉

信用額度（Credit Line）：指銀行對特定一借款人能提供之信
用金額的最高額度。此額度往往取決於信用基礎。

信用基礎：一般而言包括 3C、4C、5C 以及 5P。〈96農七、八
職等〉

3C、4C 與  5C：3C 指品格、資本與能力；加上擔保品，則
成為 4C；若再加入企業狀況，則構成 5C。
【品格（Character）】：品格關係受信人將來履行債務的
意願。品格的好壞，決定於先天之稟賦及後天的習性。因

此，銀行對借款人的品格須加以仔細衡量。

【資本（Capital）】：指借款人對所借入款項，從事經營
的能力，此與將來償債之可能性有極大的關連。須從借款

人的年齡、商場經驗、教育程度、管理才能以及所受之專

業訓練等各方面觀察其有無大缺點。

【能力（Capacity）】：指借款人所擁有財產的價值與性
質以及資產與負債之比率。但凡資本雄厚者，不妨予以較

大的信用融通；資本薄弱者，則予以較小的信用融通。

【擔保品（Colla tera l）】：能夠為銀行授信充當擔保品
的財物頗多，例如土地債券、證券、珠寶、汽車等，借款

人到期不能債償本利時，銀行即處分其擔保品，作償債之

用，此中又分【動產質押】和【不動產抵押】二種。

【企業狀況（Condition of Business）】：銀行貸款之對
象既絕大部分為公司行號，為融通其業務資金的需要，則

其經營的一般概況，自為銀行所關切。有時該廠商資本雄

厚，主辦人員亦具才幹，惟受其他因素的影響，例如國外

產品的廉價傾銷，因原料市場突然的供求變化等外力不可

抗的因素而影響其業務，甚至有虧損之可能，無疑地嚴重

侵害其償債能力。故銀行貸款之信用調查除  4C 之外還要
加上 1C 企業狀況，此殊有其必要。

5P 是指借款人（Person）、借款用途（Purpose）、償還
來源（Paymen t）、債權保障（Pro tec t）以及借款戶展望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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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信：

係指銀行對顧客授予信用，並承擔風險之業務，依銀行法第5條

規定：「銀行辦理放款、透支、貼現、保證、承兌及其他經中央

主管機關指定之業務項目。」

銀行的授信業務中，最重要而且最典型的是【放款業務】。

貼現：

【指票據持有人以未到期之票據向銀行換取現金，並貼給銀行自

貼現日至到期日期間內的利息差額】。

信用工具：〈103農九職等〉

信用工具乃是指一種債權債務的書面憑證，依時間長短可分為

【短期信用工具】與【長期信用工具】。

短期信用工具：包含【匯票】、【本票】及【支票】，流通於

貨幣市場，又稱為【商業信用工具】。

長期信用工具：包含【股票】與【債券】，流通於資本市場，

又稱為【投資信用工具】。



45第五章　信用及信用工具

信用工具的功能：

對消費及生產的功能：消費者受信，將受信所得貨幣用於消

費，再以其後的累積部分來償還，可使其貨幣所得的效用，在

受信的時期中達於最高。也就是說，他可於多消費對他有高效

用之時，借款以增加消費，而此後或因其所得增多，或因其

需要減少，貨幣對他的效用減低時，再行償還。或者，當消費

的邊際效用降低時，他可以儲蓄，且將他的儲蓄貸給他人，而

於將來，或因其所得減少，或因其消費需要增大之時，收回支

用。至於工商企業之受信，將借款用於生產用途，也是如此。

受信可使借款的企業增加供其利用的資源，該增加其經營的收

益，應超過其所付的利息。用這種方法，不但增加其本身的利

潤，也增加了整個經濟社會的生產力。

對所得循環流量的功能：授受信用在經濟社會資本形成的過程

中，以及在決定國民貨幣所得的動向方面，也極為重要。這就

是說，授受信用有維持，乃至逐漸加大國民所得循環流量的功

能。因為國民所得中之儲蓄，為對消費財購買的減少，使生產

消費財的產業，減少其對勞力及其他生產要素的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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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 刀 小 試

（Ｃ）▲債權人可以隨時要求償還，債務人也可以隨時償還者，稱

：（Ａ）長期信用（Ｂ）短期信用（Ｃ）即期信用（Ｄ）

可以流通轉讓。

（Ａ）▲償還期限在七年以上者為：（Ａ）長期信用（Ｂ）中期信

用（Ｃ）即期信用（Ｄ）可以流通轉讓。

（Ｂ）▲金融市場中的拆款與活期存款，都屬於：（Ａ）短期信用

（Ｂ）即期信用（Ｃ）中期信用（Ｄ）長期信用。

（Ａ）▲用以擴充或增設固定生產設備的長期信用是：（Ａ）投資

信用（Ｂ）投機信用（Ｃ）消費信用（Ｄ）財政信用。

（Ａ）▲支票上記載有受款人的姓名或名稱者，此種支票轉讓或付

現時，須有受款人的背書，稱為：（Ａ）抬頭支票（Ｂ）

保付支票（Ｃ）劃線支票（Ｄ）旅行支票。

（Ｃ）▲發票人約定在一定日期，無條件支付一定金額給與受款人

或持票人的信用憑證，稱為：（Ａ）支票（Ｂ）匯票（Ｃ

）本票（Ｄ）發票。

（Ｂ）▲發票人委託付款人於見票後或到期時，無條件支付一定金

額給與受款人的信用憑證，稱為：（Ａ）支票（Ｂ）匯票

（Ｃ）本票（Ｄ）發票。

（Ｂ）▲不附帶任何擔保性單據的匯票，稱為：（Ａ）跟單匯票（

Ｂ）光票（Ｃ）商業匯票（Ｄ）銀行匯票。

光票指不附提單、艙單之匯票，又稱為無擔保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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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於支票的正面左上方，劃有二道平行線的支票，表示：（

Ａ）付款責任由銀行負擔，發票人與背書人的票據責任，

可告免除（Ｂ）受款人非在銀行有存款往來，或其他保證

手續者，不能支取現款（Ｃ）持有人可以在旅途中向銀行

提取現款支用（Ｄ）持票人可直接向付款銀行領取票款。

（Ｄ）▲支票由付款銀行加註「保付」或「照付」字樣，並由主辦

人簽署者，稱為：（Ａ）抬頭支票（Ｂ）劃線支票（Ｃ）

旅行支票（Ｄ）保付支票。

（Ａ）▲保付支票之債務人為：（Ａ）銀行（Ｂ）發票人（Ｃ）受

款人（Ｄ）背書人。

（Ａ）▲當市場經濟繁榮時，短期資金之需求較殷，則：（Ａ）利

率上升（Ｂ）利率下降（Ｃ）利率維持不變（Ｄ）和利率

無關。

（Ｃ）▲抬頭支票是指：（Ａ）來人支票（Ｂ）無記名支票（Ｃ）

記名支票（Ｄ）保付支票。

（Ｃ）▲短期信用工具是指：（Ａ）本票、匯票、股票（Ｂ）債券

、股票（Ｃ）本票、匯票、支票（Ｄ）公債、公司債券。

（Ｂ）▲銀行放款必須作信用調查，信用調查有所謂  5C 政策，下

列何者不屬於  5C？（Ａ）Capital（Ｂ）Collect ion（Ｃ

）Collateral（Ｄ）Character。

（Ｄ）▲銀行對借款人的評估，一般特別注意該借款人的：（Ａ）

5D（Ｂ）5G（Ｃ）5B（Ｄ）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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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價值：

【貨幣對於一般財貨或勞務的購買力】。貨幣的購買力，即由每

單位貨幣所能購買的財貨或勞務的數量來表示。

商品價格：

簡稱為物價，與【貨幣價值或貨幣購買力成反比】。

物價指數：

【將某一時期物價的平均為基準，再與次一時期（稱為計算期）

物價的平均數作一比較】。

物價指數可以用來【反映一般商品和勞務價格平均漲落的趨

勢】。

名目價值：

【由一定貨幣單位的名稱所表示的價值】，不考慮物價水準。例

如日本的日圓、英國的英鎊。

第六章　貨幣價值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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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數量理論：〈105農九職等〉

主要包括四個階段：

傳統的貨幣數量說：費雪（I.  Fisher）的現金交易說及馬歇爾

（A. Marshall）等人的劍橋現金餘額說。

韓森（A. H. Hansen）等人的所得支出說。

凱因斯（J. M. Keynes）的流動性偏好說。

弗利德曼（M. Friedman）的新貨幣數量說。

費雪的現金交易說：〈105、99農九職等〉

現金交易說方程式：MV＝PY

M：貨幣數量。

V：貨幣的流通速度。

P：物價水準。

Y：所得水準（或交易數量）。

現金交易說之重點：

強調貨幣的交換媒介之功能。

貨幣的購買力與貨幣數量成反比。

短期內，貨幣的流通速度與交易數量固定，因此物價由貨幣

數量決定，且二者為正比關係。

費雪的現金交易說為一總體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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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橋學派的現金餘額說：〈103農九職等〉

現金餘額說方程式：M＝KPY

M：貨幣供給量

K：一年之間以貨幣形成保有購買力的時間長短

P：物價水準

Y：所得水準（或交易數量）

現金餘額說之重點：

由馬歇爾（A. Marshall）、皮古（A. C. Pigou）與羅伯遜

（D. H. Robertson）提出。

強調貨幣的價值儲藏之功能。

貨幣價值由貨幣的供需雙方比較而定，貨幣供給由貨幣當局

決定，因此貨幣價值直接受到貨幣需求量所影響。

現金餘額說為一個體觀點。

韓森的所得支出說：

所得支出說方程式：P＝
Ym

Yr

 P  ：物價水準
Ym：貨幣所得

Yr ：實質所得

所得支出說之重點：貨幣所得與實質所得相對的變動程度將影

響物價水準的變動。例如貨幣所得增加幅度大於實質所得，則

物價水準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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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因斯流動性偏好說：〈105、103農九職等〉

對傳統貨幣數量說的批評：

認為充分就業水準的假定與事實不符。

認為貨幣只作為交易媒介的假定無法解釋事實的全部，凱因

斯特別強調貨幣的價值儲藏功能。

由於貨幣具有交易以外功能，如投機動機，貨幣流通速度可

能還受到利率的影響。因此，凱因斯批評貨幣流通速度不變

的假定。

凱因斯認為，物價水準不完全為貨幣數量變動之下的結果，

即物價水準變動亦有可能是貨幣數量變動的原因。

流動性偏好說（或貨幣需求理論）之重點：〈105、96農九職

等〉

貨幣需求動機：包括交易動機、預防動機與投機動機。

因交易動機與預防動機所保有的貨幣稱為「活動性貨

幣」，且二者皆與所得成正比關係。

因投機動機所保有的貨幣則稱為「休閒貨幣（或休閒餘

額）」，其與利率則成反比關係。

流動性偏好說方程式：
Md

P ＝f（Y
＋
， i
－
）

Md ：貨幣需求

P ：物價水準

Y ：實質所得，＋表示貨幣需求與實質所得為正向關係

i ：名目利率，－表示貨幣需求與實質所得為反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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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利德曼的新貨幣數量說（新貨幣數量學說）：〈103農九職等〉

主要論點：弗利德曼認為貨幣為一種資產，經濟個體會在保有

財富及各種資產之機會成本的限制下，形成追求效用最大化的

決策。

弗利德曼的貨幣需求函數：

需求函數：
Md

P ＝f（Yp
  ＋

，rb－
  －

rm，re－
  －

rm，πe－
  －

rm）

Md ：貨幣需求

P ：物價水準

Yp ：永久所得

rb ：債券的預期報酬率

rm ：貨幣的預期報酬率

re ：股票的預期報酬率

πe ：預期的通貨膨脹率

＋表示該項目與貨幣需求呈正向關係，－則表示該項目與貨

幣需求呈反向關係。

說明：rm（貨幣的預期報酬率）代表保有貨幣所可能獲得的

利息，而 rb－rm、re－rm 與 πe－rm 增加時，則代表保有貨幣

的機會成本提高，皆使得貨幣需求減少。

貨幣失衡的定義：

貨幣固為現代經濟社會運轉的潤滑劑，基本上之功能在於增進經

濟效率。若運用不當，將會使忠僕變為危險物。所謂運用不當，

即貨幣的失衡，當貨幣的供應量與社會對貨幣的需求量不一致

時，將產生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現象，是為貨幣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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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失衡的型態：〈105農九職等〉

一為通貨膨脹，當貨幣供應量大於社會財貨或勞務的生產量，

亦即社會上有效需求大於有效供給時，所引起物價持續大幅上

漲的現象。

一為通貨緊縮，當貨幣供應量小於社會財貨或勞務的生產量，

亦即社會上有效需求小於有效供給時，所引起物價持續大幅下

跌之現象。

通貨膨脹的定義：〈99農九職等、104農九職等〉

係指在一定的期間內，物價水準持續上漲的現象與過程。它並非

個別物品或勞務價格的上漲，而是全部物品及勞務的加權平均價

格的上漲。

通貨膨脹發生的原因：

是因為貨幣發行的增加，超過物品與勞務的數量所增加的幅度，

使得【幣值下跌】與【物價上漲】。

通貨膨脹的衡量：

衡量通貨膨脹時，最常討論的物價指數有下列三種：

【消費者物價指數】：是以與人民生活有關的勞物價格與主要

產品的加權平均價格所編製而成的物價指數。

【國民生產毛額平減指數】：是以當年幣值計算的國民生產毛

額轉換成以固定價格所計算的國民生產毛額的物價指數。

【躉售物價指數】：是以大宗物資批發價格的加權平均價格編

製而成的物價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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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貨膨脹的類型：〈103、101農九職等、96農七、八職等〉

【需求拉動的通貨膨脹】：指物價水準變動的原因是來自於總

需求的變動，如消費投資與政府等支出增加及貨幣供給量增加。

【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指物價水準變動的原因是來自於總

供給面各項成本的上升，使得總供給減少，物價上升。又稱為

供給面通貨膨脹。

【鄰國感染的通貨膨脹】：此係鄰國發生通貨膨脹，因他國與

該國有密切的貿易關係，隨而他國的物價水準亦普遍上漲的現

象。

【停滯性的通貨膨脹】：即物價上升，所得下降同時發生之通

膨。

【混合型通貨膨脹】：由於需求的增加促成物價上漲，而此又

引起某些產業成本的提高，使物價更漲，此即由需求面及供給

面所促成的物價上漲。

【結構性通貨膨脹】：發展落後的國家，在經濟發展以後，使

大眾減少對低級品的需求，而增加高級品的需求。另一方面土

地、資本、勞力等供給卻多具有僵固性，不易配合需要結構的

變動。導致總需求無增減，而物價與工資卻因需要結構的變動

而迅速上漲，造成全面物價水準的上升。

【輸入性通貨膨脹】：主要是因為於進口原料及機器設備的成

本上升，背後原因可能是國際性的通膨或是本國的貨幣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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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貨膨脹與通貨緊縮的影響：

【債權者與債務者間財富的重新分配】：

通貨膨脹時對債權者【不利】，而對債務者【有利】。

通貨緊縮時對債務者【不利】，而對債權者【有利】。

【固定所得者實質所得的降低】：

【通貨膨脹時對固定所得者例如公教人員，因其收入固定，

而物價上漲不已，其實質所得自然大為減少】。

【通貨緊縮時，看起來雖有利於固定所得者，但企業者因利

潤減少而緊縮生產、開始裁員或減薪等結果，仍對固定所得

者不利】。

【對於生產與就業的影響】：

在一個未達充分就業的社會中，物價的上漲可獲利更多。可

見溫和的通貨膨脹，可刺激生產的增加、就業人口增加，利

多於害。

在一個未達充分就業的社會中，由於物價的下跌，可使利潤

減少、產業凋敝、工廠倒閉、失業增加，就社會全體而論，

利少弊多。

【對於政治社會和文化的影響】：

通貨膨脹時，發生所得與財富重新分配現象，例如社會道德

與文化水準的低落、社會建設減少、債權、債務訴訟之頻繁

及投機行為之增加等。

通貨緊縮時，物價下跌的結果，則會產生大量失業和社會罪

惡滋生等流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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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 刀 小 試

（Ａ）▲最先明確主張貨幣數量說的學者是：（Ａ）費雪（Ｂ）凱

因斯（Ｃ）皮古（Ｄ）羅伯遜。

（Ｄ）▲如果在貨幣數量增加的時候，貨幣的流通速度減低，則物

價：（Ａ）下跌（Ｂ）上漲（Ｃ）不變（Ｄ）未必上漲。

MV＝PY，題意為 M↑且V↓，則 P 未必上漲。

（Ｂ）▲如果有健全的信用與金融制度，貨幣流通速度則：（Ａ）

有時快有時慢（Ｂ）較快（Ｃ）較慢（Ｄ）保持不變。

（Ａ）▲如果賒欠或分期付款的方法愈盛行，貨幣流通速度則：（

Ａ）愈大（Ｂ）愈小（Ｃ）有時大，有時小（Ｄ）保持不

變。

V＝ PY
M
，賒欠或分期付款會使 M↓，故 V↑。

（Ａ）▲現金交易說在說明貨幣價值的變動，是從貨幣的哪方面說

明之？（Ａ）供給（Ｂ）需求（Ｃ）供需兩方面（Ｄ）幣

值。

此說認為，短期內欲控制物價水準，只需控制貨幣數

量。

（Ｃ）▲把  MV＝PT 的公式闡揚最澈底的是：（Ａ）所得支出說

（Ｂ）購買力平價說（Ｃ）現金交易說（Ｄ）現金餘額說。

（Ｂ）▲MV＝PT 方程式中  V 代表：（Ａ）一般物價水準（Ｂ）

貨幣平均流通速度（Ｃ）貨幣總供給量（Ｄ）貨幣總需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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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現金交易說的交易方程式中，如果 V 與 T 不變，則 M 的

增加，將引起 P 的：（Ａ）上升（Ｂ）下跌（Ｃ）不變（

Ｄ）以上皆非。

（Ｃ）▲現金餘額方程式  M＝KPY 中的  PY 代表：（Ａ）存款貨

幣（Ｂ）物價指數（Ｃ）每年交易總額（Ｄ）流通速度。

（Ｂ）▲現金餘額方程式 M＝KPY 中之「K」是現金交易方程式：

（Ａ）P（Ｂ）V（Ｃ）M（Ｄ）Y　之倒數。

（Ｂ）▲財貨業務的求過於供，以致物價水準頻頻上升，稱為：（

Ａ）通貨緊縮（Ｂ）通貨膨脹（Ｃ）通貨升值（Ｄ）通貨

貶值。

（Ｂ）▲物價愈上漲，表示貨幣價值：（Ａ）愈高（Ｂ）愈低（Ｃ

）不變（Ｄ）不一定。

（Ａ）▲欲測定一國物價水準高低的工具是：（Ａ）物價指數（Ｂ

）基期（Ｃ）貨幣數量（Ｄ）貨幣價值。

（Ｄ）▲現金餘額說是哪一位學者首先提出？（Ａ）熊彼得（Ｂ）

凱因斯（Ｃ）費雪（Ｄ）馬歇爾。

（Ｂ）▲貨幣的對內價值乃指：（Ａ）對外國貨幣的購買力（Ｂ）

對國內一切物品與勞務的購買力（Ｃ）人民對貨幣之興趣

（Ｄ）國際銀行之認可。

（Ａ）▲每單位貨幣在一定期間內被使用的平均次數，即是：（Ａ

）貨幣流通速度（Ｂ）貨幣流量（Ｃ）物價水準（Ｄ）貨

幣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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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銀行負債的本質：

國外負債：係指銀行對非居民的負債，此資金來源對外國銀行

在臺的分行而言，非常重要。

借入款：可能來自中央銀行或其他的金融機構。

個人及企業的存款：依存款性質可區分成：

支票存款。

活期存款。

定期存款。

儲蓄存款。

通知存款。

暫時存款。

外幣存款。

信託基金。

資本：是資產的市場價值扣掉負債後的餘額，也就是銀行的淨

值。

第九章　商業銀行之經營管理與信用
創造過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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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存款的分類：

【以存款的性質分類】：

【支票存款】：為存款貨幣最主要的組成部分，過去稱為甲

種活期存款。指依約定，憑存款人所簽發之支票，或利用自

動化設備委託支付，隨時提取不計利息之存款。

【活期存款】：即俗稱乙種活期存款，存款人憑存摺或依約

定方式，隨時提取之存款（銀行法第7條），不能透支，存
摺亦不可轉讓，存戶以社會上一般消費者為主。

【定期存款】：即資金存入銀行以後，須經一定期間始能向

銀行提款的存款。一年以下的存款稱為短期存款，一年以上

的存款稱為長期存款。

銀行法第8條（定期存款）規定：稱定期存款，謂有一定
時期之限制，存款人憑存單或依約定方式提取之存款。

銀行法第8條之1（定期存款期前提取之限制及質借或解
約）第1項規定：定期存款到期前不得提取。但存款人得

以之質借，或於七日以前通知銀行中途解約。

【儲蓄存款】：指個人或非營利事業之法人以儲蓄為目的，

憑存摺或存單提取之存款。

【通知存款】：存戶可隨時提取，但須在取款數日前先通知。

【暫時存款】：指一時間無法歸類且暫時寄存的款項，亦稱

為雜項存款，如各種代收款項。

【外幣存款】：存款的存入、提取與利息計算皆以外幣計算

之存款。

【信託基金】：指銀行依照信託契約，為信託人指定之受益

人所經營之資金。

【以存款的時間長短分類】：可區分為「活期存款」、「定期

存款」及「通知存款」。

【以存款的來源（或創造性）分類】：

原始存款：指存戶以現金或支票存入之存款。

引申存款：指存戶將向銀行舉借之資金存入該行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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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銀行的經營理論：〈105、104農九職等〉

商業放款理論：又稱為自償性理論（Self-liquidating Theory）

或實質票據理論。此理論源自西元18世紀英國銀行之經營管理

實務，係指銀行為維持流動性，僅以承作短期、自償性與生產

性的放款為限，如企業之存貨或營運資金等放款。

優點：符合流動性與安全性之要求，並能夠穩定物價。

理論缺失：

隨經濟發展下，長期貸款有其必要性，不能僅靠短期放款。

銀行之存款中定期與儲蓄存款的比例不斷增加，若只貸放

短期放款，資金將呆滯。

經濟處於衰退時，商品與貨幣周轉率不同（產品一般周轉

會較差），將對物價造成不良影響。

移轉性理論：又稱為可售性理論，發展自21世紀初美國銀行

業。此理論認為所謂流動性即為可售性，銀行若能在必要時，

將其生利資產以較低之代價移轉或出售，便能夠維持其流動

性。

優點：此理論讓市場性高之貨幣市場工具得以成為銀行投資

的一部分，甚至可以承作長期放款。

理論缺失：

個別銀行認為具有流動性的投資，如政府債券，就銀行體

系整體而言，可能未必。

當利率大幅上升，價格大幅下跌的政府債券套牢，會失去

流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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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債管理理論：係指銀行透過貨幣市場，積極爭取來自個人、

企業，以及其他金融機構之資金來源。此理論之缺點有下列三

項：

銀行間競爭更趨激烈且風險提高。

公共利益失衡：由於貨幣市場工具金額甚大，非一般小額儲

蓄者能負擔，故利益將歸於大儲蓄者，公共利益分配不均。

影響貨幣政策有效性，銀行可運用貨幣市場工具規避中央銀

行之貨幣政策，使得貨幣政策有效性降低。

預期收入理論：係指銀行以借款人未來收入為基礎估計其償還

計畫，藉此安排銀行本身的放款期限結構，以維持流動性。

貨幣創造理論：〈99農七、八職等〉

貨幣創造之參與者：包括中央銀行、存款貨幣機構、存款者與

借款者。

原始存款與引申存款：

原始存款：指存戶將現金或支票存入銀行，使得銀行的活期

存款增加，但此筆存款不影響整體社會之貨幣供給量。

引申存款：指銀行進行放款與投資使活期存款增加之存款，

此存款會影響整體社會之貨幣供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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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創造過程：〈101農九職等〉

基本模型：

符號說明：

　r   ：法定準備率
△C  ：通貨淨額變動額
△D  ：活期存款變動額
△RE：超額準備變動額
△M  ：貨幣供給變動額
△M  ＝△C＋△D

例1：一個存戶存入活期存款1,000元，r＝10%。

△D＝ 1
r
△RE

∵△RE＝1,000－1,000×0.1＝900

△D＝ 1
0.1
×900＝9,000

故△M＝0＋9,000＝9,000

例2：銀行向中央銀行借1,000元，r＝10%

因向中央銀行所借之款項為銀行的一般負債，與存款負

債不同，故不需要提法定準備。因此，此借款全數成為

銀行的超額準備。

△D＝ 1
r
△RE

∵△RE＝1,000

△D＝ 1
0.1
×1,000＝10,000

故△M＝0＋10,000＝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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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模型：

符號說明：

　t ：定存與儲蓄存款的法定準備率
△T：定存與儲蓄存款的變動額

　n：△T
△D

　s：△C
△D
，指現金流失率

例1：銀行向中央銀行借1,000元，r＝10%，t＝5%，

     n＝
1
2，s＝0

△D＝
1

r＋nt＋s △A

△A＝1,000

△D＝
1

0.1＋0.5×0.05＋0 ×1,000＝8,000

故△M＝△C＋△D＝0＋8,000＝8,000

△T＝8,000×0.5＝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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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銀行向中央銀行借1,000元，r＝10%，t＝5%，

     n＝ 1
2，s＝0.1

△D＝ 1
r＋nt＋s

△A

△A＝1,000

△D＝ 1
0.1＋0.5×0.05＋0.1 ×1,000≒4,444.44

故△T＝4,444.44×0.5≒2,222.22

須特別留意此例中的△M

△C＋△D＝
△C
△D×△D＋△D

＝（1＋s）△D
＝4,888.88。

貨幣創造的影響因素：

由於△M＝
1＋s

r＋nt＋s
×△RE，因此影響貨幣創造的因素有四項：

法定準備率（ r）：由公式可知，當法定準備率越低，貨幣

創造的力量越大。

現金流失率（s）：現金流失率亦與貨幣創造成反向關係。

原始存款（△A）：與貨幣創造成正向關係。

定存與儲蓄存款占活期存款的比例（n）：此比例與貨幣創

造成反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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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貨幣、貨幣乘數與貨幣供給量：〈103、101農九職等、96農

七、八職等、104農九職等〉

準備貨幣：係指一般大眾所持有之流通通貨與銀行體系之存

款準備金之和，又稱為貨幣基數、基礎貨幣、強力貨幣。

準備貨幣（B） ＝ （商銀庫存現金＋商銀在央行存款）＋
    　　　　　 （存款準備R）

（通貨發行額－央行庫存現金－商銀庫存現金）

       　　　　　　　　（通貨淨額C）

＝ 商銀在央行存款＋（通貨發行額－央行庫存現金）

＝ （法定準備＋超額準備）＋通貨淨額

        （存款準備R）

貨幣乘數與準備貨幣：假設商業銀行未向中央銀行進行資金

融通，各銀行亦無超額準備，則準備貨幣將完全被中央銀行

所決定。此時，準備貨幣（B）與貨幣供給量（M）之關係

為：M＝m×B。其中m即為貨幣乘數，表示當準備貨幣變動

一單位，會引起貨幣供給量變動的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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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乘數之計算：〈103、101農九職等〉

符號說明：

C：大眾持有的通貨
D：活存與支票存款
T：定期存款
rd：活存與支票存款的法定準備率

rt：定期存款的法定準備率

B＝ C
D×D＋rd×D＋rt×

T
D×D

＝（
C
D
＋rd＋rt×

T
D
）×D

∵D＝
1

（
C
D
＋rd＋rt×

T
D
）×B

又∵M＝C＋D＝（ C
D
＋1）×D

∴m＝
M
B ＝

（
C
D
＋1）×D

（
C
D
＋rd＋rt×

T
D
）×D

＝

C
D＋1

C
D
＋rd＋rt×

T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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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 刀 小 試

（Ｂ）▲若銀行體系超額準備增加時，則貨幣乘數將：（Ａ）變大

（Ｂ）變小（Ｃ）不變（Ｄ）不一定。

將貨幣乘數公式適當調整，可得

m＝ M
B
＝

通貨淨額＋存貨貨幣淨額

法定準備＋超額準備＋通貨淨額

故超額準備增加，將使貨幣乘數變小。

（Ｃ）▲設商業銀行體系有一原始存款100億元，由於當時貸款及

投資的誘因甚佳，乃從事倍數擴張。放款結束後計有10億

元現金流出銀行體系；設法定準備率為10%。試指出對流

動中貨幣供給額之變動的影響如何？（Ａ）790億（Ｂ）

800億（Ｃ）810億（Ｄ）820億。

△RE＝100×90%　　△M＝△C＋△D＝ 1＋s
r＋s△RE

10＋ 1
0.1＋s

×90＝ 1＋s
0.1＋s

×90　　∴S＝0.0125

∴△D＝ 1
0.1＋0.0125

×90＝800

故△M＝10＋800＝810。

（Ｄ）▲下列何者是占商業銀行最大比例之資產？（Ａ）準備（Ｂ

）應收現金（Ｃ）政府公債（Ｄ）放款。

（Ｃ）▲自由準備（Free Reserves）等於：（Ａ）法定準備減去準

備（Ｂ）準備減去法定準備（Ｃ）超額準備減去貼現貸款

（Ｄ）超額準備減去法定準備。

存款準備＝法定準備＋超額準備＝法定準備＋（自中央

銀行借入款＋自由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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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何者不使貨幣供給額增加？（Ａ）中央銀行收回國庫券（

Ｂ）中央銀行國外資產增加（Ｃ）政府存放中央銀行存款

減少（Ｄ）郵政儲金轉存中央銀行。

（Ａ）▲以支票存款方式存入300億元，假設存款準備率 r＝0.2，

則貨幣供給量的變化如何？（Ａ）增加1,200億（Ｂ）減

少1,200億（Ｃ）增加1,500億（Ｄ）減少1,500億。

△RE＝300×0.8＝240，△D＝ 1
0.2 ×240＝1,200。

（Ｂ）▲若存款準備率為10%，通貨淨額為4,000億元，活期存款

為8,000億元，超額準備為8億元，則貨幣乘數為：（Ａ）

1.5（Ｂ）2.5（Ｃ）3.5（Ｄ）4.5。

m＝
（4,000＋8,000）

（8,000×10%＋4,000＋8）
＝2.5。

（Ｃ）▲假設已知：活期存款的法定準備率＝10%，通貨淨額＝

6,000億，活期存款＝10,000億，超額準備＝100億，則：

（Ａ）準備貨幣＝7,000億（Ｂ）貨幣供給額M1A＝15,000

億（Ｃ）貨幣乘數＝2.25（Ｄ）存款乘數＝10。

準備貨幣＝6,000＋10,000×10%＋100＝7,100；
M1A＝6,000＋10,000＝16,000；
貨幣乘數＝16000÷7100＝2.25。

（Ｂ）▲顧客為避免攜帶現金的不便，把現金暫時存在銀行，再由

銀行發給本票，本票尚未支付以前，稱為：（Ａ）暫時存

款（Ｂ）票據存款（Ｃ）通知存款（Ｄ）原始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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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存款貨幣是由哪個金融機構所創造的？（Ａ）中央銀行（

Ｂ）政府（Ｃ）交通銀行（Ｄ）商業銀行。

（Ａ）▲商業銀行信用擴充與法定準備率是成：（Ａ）反比（Ｂ）

正比（Ｃ）不相關。

（Ｂ）▲若活期存款準備20%，即銀行收進200萬元存款以後，應

以：（Ａ）20萬（Ｂ）40萬（Ｃ）50萬（Ｄ）60萬　為

存款準備。

200萬×20%＝40萬。

（Ｃ）▲存款準備率愈大，商業銀行擴充信用之能量：（Ａ）不變

（Ｂ）愈大（Ｃ）愈小（Ｄ）增減。

m＝ 1
r
，r越大，m越小。

（Ａ）▲支票又稱：（Ａ）強力貨幣（Ｂ）近似貨幣（Ｃ）塑膠貨

幣（Ｄ）人頭貨幣。

（Ｄ）▲下列何者不會增加銀行存款貨幣的創造？（Ａ）社會大眾

減少保有現金的需要（Ｂ）降低法定存款準備率（Ｃ）銀

行減少休閒資金的保有（Ｄ）銀行減少自有資金的保有。

（Ａ）大眾減少現金持有，存款相對增加。（Ｂ）降低

法定準備率，銀行放款會增加。（Ｃ）休閒資金應指

銀行不作為放款之部分，其減少，代表作為放款的部分

會增加。（Ｄ）自有資金的減少，銀行的超額準備會減

少，放款會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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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若依研究範圍可分為：

【個體經濟學】（Microeconomics）：以經濟個體例如家計

單位（household）、廠商（ f i rm）即生產要素與產品市場的

供需為主要研究對象。個體經濟學的研究以價格為重心，又稱

【價格理論】。

【總體經濟學】（Macroeconomics）：以整體經濟社會、國

家、世界經濟為研究重點。總體經濟學以研究國民所得為重

心，又稱【所得理論】。

故貨幣銀行學為總體經濟學研究的範圍之一。

凱因斯理論：〈103農九職等〉

利率是由【貨幣市場】決定的，即【貨幣供需均衡】決定了均衡

的利率與均衡的貨幣數量。

投資邊際效率 MEI：

是一種【貼現率】，用來【貼現固定資本的預期淨收益，使其現

值之總和等於該項固定資本之價格】。

第十二章　貨幣與總體經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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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邊際效率：

實際上就是【固定資本在耐用期間內的預期淨報酬率】。

當【MEI＞利率】，企業家會增加投資。

當【MEI＝利率】，企業家會停止固定投資的增加。

MEI 隨投資量的增加而遞減，其理由有下列三項：

投資愈多，【固定資本的邊際生產力遞減】。

投資愈多，【產量愈大，產品的市場售價可能降低】。

投資愈多，【固定資本的售價可能上漲】。

【IS／LM 模型】：〈105、99農九職等〉

是一個總體經濟模型，用以顯示貨幣市場的利率，與商品及服務

市場的實質商品產出間的關係。

依照用途可以分為下列二種曲線：

【LM】曲線：使貨幣市場保持均衡的是【LM】曲線，LM曲

線上是各組【所得水準】與其相對應的【利率水準】的組合，

其上的各點均能使【貨幣需求等於貨幣供給】。

【IS】曲線：使財貨市場保持均衡的是【IS】曲線。

LM 曲線的意義：〈96農七、八職等〉

當貨幣供給量不變時，且社會流動性偏好亦不變，則能保持【貨

幣市場】之均衡。即不同【利率水準】與【所得水準】組合之曲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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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曲線的意義：

即為【表示維持財貨市場均衡的利率水準與所得水準的組合曲

線】。IS 曲線向【右】移動，表示為維持財貨市場的均衡，每一
【利率】將與更【高】的【所得水準】結合。

影響 IS／LM 曲線移動的因素：〈96農七、八職等、99農七、八職等〉

貨幣供給增加：假設其他情況不變，若貨幣的供給量增加，則

會使 LM 曲線向【右】移動，表示其他條件不變，貨幣供給增
加，可能促使【所得水準】提高。如下圖：

（貨幣供給增加對LM曲線的影響）

流動性偏好提高：當貨幣的供給增加，且存在流動性陷阱時，

則 LM 曲線僅部分向右移動。如下圖：

（流動性偏好提高對LM曲線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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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蓄與投資的變動：若投資的邊際效率增加，而儲蓄傾向不

變，則  IS 曲線必向【右】移動。反之，若儲蓄傾向增加，而

投資的邊際效率不變，則 IS 曲線必向【左】移動。如下圖：

（儲蓄不變投資增加時IS線的移動）

（投資不變儲蓄增加時IS線的移動）

流動性偏好的利率理論：〈101農九職等〉

若中央銀行使  MS↑，在原來均衡利率之下，貨幣市場出現超額

供給，利率下降，M d↑，一直到貨幣的供需相等。利率下降，

刺激投資需求【增加】，產出將會【上升】，產出一增加，實質 

Md 也會【提高】，使貨幣市場再調整到新的均衡利率。在最後

的均衡點，利率【下降】，投資與產出皆【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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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合需求線：〈103、101、99農九職等〉

定義：同時使商品市場及貨幣市場達到均衡的所有物價水準與

產出的組合軌跡，即為【總合需求線】，簡稱【AD】。

（總合需求曲線）

功能：說明的是【一般物價水準和總產出間的關係】，因此，

替代效果是指【本國商品與外國商品間的替代（跨國替代效

果）】以及【本期商品和未來各期商品間的替代（跨期替代

效果）】。而所得效果因有【相互抵消的傾向】，其淨作用不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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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合供給線：〈103農九職等、96農七、八職等〉

定義：同時符合勞動市場均衡及生產函數定義下的所有物價水

準與產出的組合軌跡，即為【總合供給線】，簡稱【AS】。

（總合供給曲線）

種類：

依照各不同假設的模型，引導出各自的總合供給線：

古典學派的總合供需模型：當需求面發生變動時，總合需求

線會左右移動，均衡價格會受到影響，但均衡產出【不會改

變】；但如果供給面受到衝擊，【垂直】的總合供給線則會

左右移動，其結果是物價【下跌】、產出【增加】，或物價

【上升】、產出【減少】。

凱因斯總合供需模型：假設【貨幣工資率具有僵固性】，無

法再往下調整。當物價過低，使得勞動市場供過於求時，總

合供給線為【正斜率】；若物價高於均衡水準，則貨幣工資

率迅速調升，此時的總合供給線為【一垂直線】。以圖形表

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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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學派的總合供給線為一垂直線的理由：

古典學派假設【貨幣工資率】可以上下調整，勞動市場供需均衡

時達到充分就業，在此假設下，物價的變動會引起貨幣工資率作

同比例同方向的改變，使實質工資率及總產出都維持原來的水

準。

菲利普曲線：〈99農九職等〉

【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的反向關係的一條曲線】。當通貨膨脹率

高時，失業率就【低】。如下圖：

（菲利普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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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 刀 小 試

（Ｄ）▲中央銀行透過公開市場操作，買回國庫券，則會：（Ａ）

直接影響貨幣需求的上升（Ｂ）並不影響準備率，因此沒

有貨幣乘數效果（Ｃ）貨幣市場中的均衡利率水準將上升

（Ｄ）貨幣供給將增加。

（Ａ）▲根據總合供需模型，政府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時，在長期

時間的影響下會造成：（Ａ）物價上揚（Ｂ）利率走低（

Ｃ）產出下降（Ｄ）就業量下降。

（Ａ）▲中央銀行在公開市場拋售公債將導致：（Ａ）LM 曲線左

移（Ｂ）LM 曲線右移（Ｃ）IS 曲線左移（Ｄ）IS 曲線

右移。

拋售公債為緊縮貨幣政策。

（Ｂ）▲根據凱因斯學派的說法，總合需求線負斜率的原因是因為

物價上揚導致：（Ａ）全體民眾的實質所得下降，因此消

費需求減少（Ｂ）貨幣市場利率走高，進而壓抑投資需求

（Ｃ）國內產品相對價格變化，進而有替代效果出現而壓

抑了需求（Ｄ）全民實質財富增加，因此總需求減少。

（Ｃ）▲根據凱因斯學派的想法，在 IS－LM 模型中：（Ａ）可決

定均衡國民所得與物價水準（Ｂ）IS 曲線與  LM 曲線交

點代表商品市場與勞動市場同達均衡（Ｃ）政府減稅會造

成 IS 曲線右移（Ｄ）物價上升會使 LM 曲線右移。

（Ａ）應為  AD－AS 模型。（Ｂ）應為商品市場與貨

幣市場同時均衡。（Ｄ）應為左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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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若自動提款機的普及降低了人們的貨幣需求，則此一變化

將造成：（Ａ）LM  曲線右移（Ｂ）LM 曲線左移（Ｃ）

IS 曲線右移（Ｄ）IS曲線左移。

貨幣需求降低使得市場上的貨幣供給量上升，故造成LM

右移。

（Ｄ）▲在  IS－LM 模型中，若政府發放100億慰問金給大地震罹

難者家屬，則：（Ａ） IS  曲線右移，均衡利率下降（Ｂ

）IS 曲線左移，均衡所得增加（Ｃ）IS 曲線右移的原因

為政府購買商品與勞務支出增加（Ｄ） IS  曲線右移的原

因是此筆慰問金可能使消費量增加一些。

（Ｂ）▲根據標準的 IS－LM 模型，貨幣供給量的下降會造成：（

Ａ）利率上升，所得上升（Ｂ）利率上升，所得下降（Ｃ

）利率下降，所得下降（Ｄ）利率下降，所得上升。

貨幣供給量下降使 LM 左移。

（Ｃ）▲短期總合供給曲線左移的原因為何？（Ａ）技術進步（Ｂ

）工資下降（Ｃ）原料價格上升（Ｄ）稅負減輕。

（Ａ）▲在古典學派模型中，總產出如何決定？（Ａ）完全由供給

面決定（Ｂ）完全由需求面決定（Ｃ）供需二方面同時有

影響力（Ｄ）主要由需求面決定。

古典學派主張供給創造自身需求。

（Ｄ）▲在古典模型中，若勞動的邊際生產力提高，將會對經濟造

成何種影響？（Ａ）勞動需求線左移（Ｂ）產出增加，物

價也上升（Ｃ）產出增加，就業量下降（Ｄ）產出增加，

實質工資上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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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下列何者為可能造成價格水準與實質  GDP 同時下降的原

因？（Ａ）貨幣供給減少（Ｂ）原料價格上升（Ｃ）資本

存量減少（Ｄ）對未來利潤的預期下降。

貨幣供給減少使 AD 左移。

（Ｂ）▲下列哪項因素改變，將不會使長期總合供給曲線移動？（

Ａ）資本存量改變（Ｂ）工資的增加（Ｃ）人力資本存量

的改變（Ｄ）技術進步。

（Ｂ）為影響短期  A S  之因素。（Ａ）、（Ｃ）、

（Ｄ）皆為影響長期 AS 因素。

（Ｃ）▲總合供給曲線描述：（Ａ）價格水準與名目  GDP 的關係

（Ｂ）家戶支出與家戶所得的關係（Ｃ）價格水準與總合

數量供給的關係（Ｄ）價格水準與總合數量需求的關係。

（Ｂ）▲緊縮的貨幣政策，再加上人們及公司的財富下降，將會使

得：（Ａ）總合需求上升（Ｂ）總合需求下降（Ｃ）許多

商業銀行倒閉（Ｄ）短期及長期利率明顯下降。

（Ｂ）▲下列何者將造成總合需求曲線向左移動？（Ａ）政府支出

增加（Ｂ）淨出口減少（Ｃ）勞動參與率減少（Ｄ）貨幣

的貶值。

淨出口指出口減去進口的餘額，此餘額減少會使 AD 左

移。

（Ｂ）▲債券價格與利率之間存在：（Ａ）正相關（Ｂ）負相關（

Ｃ）不相關（Ｄ）與中央銀行政策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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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第一章　銀行法

中華民國107年一01月31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700011021號令修正公布第125、125-2～125-4、

136-1條條文；並增訂第22-1條條文

中華民國108年04月17日修正公布修正公布第13、35-2、47-3、61-1、116、117、125、127-1、
128～133、134～136條條文；增訂第51-2、133-1、136-3條條文；刪除第125-6、127-3條條文

第一章　通則

第 一 條　（立法目的）

為【健全銀行業務經營，保障存款人權益，適應

產業發展，並使銀行信用配合國家金融政策】，

特制定本法。

第 二 條　（銀行之定義）

本法稱銀行，謂【依本法組織登記，經營銀行業

務之機構】。

第一章　銀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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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條　（銀行業務）

銀行經營之業務如左：

【收受支票存款】。

【收受其他各種存款】。

【受託經理信託資金】。

【發行金融債券】。

【辦理放款】。

【辦理票據貼現】。

【投資有價證券】。

【直接投資生產事業】。

【投資住宅建築及企業建築】。

【辦理國內外匯兌】。

【辦理商業匯票承兌】。

【簽發信用狀】。

【辦理國內外保證業務】。

【代理收付款項】。

【承銷及自營買賣或代客買賣有價證券】。

【辦理債券發行之經理及顧問事項】。

【擔任股票及債券發行簽證人】。

【受託經理各種財產】。

【辦理證券投資信託有關業務】。

【買賣金塊、銀塊、金幣、銀幣及外國貨幣】。

【辦理與前列各款業務有關之倉庫、保管及代

理服務業務】。

【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辦理之其他有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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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8年12月23日修正發布全文20條；除第7條條文自發布日施行外，自一百零九年一月一
日施行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銀行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四條第

四項規定訂定。

第 二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之比率（以下簡稱資本

適足比率）：指普通股權益比率、第一類資本

比率及資本適足率。

普通股權益比率：指普通股權益第一類資本淨

額除以風險性資產總額。

第一類資本比率：指第一類資本淨額除以風險

性資產總額。

資本適足率：指第一類資本淨額及第二類資本

淨額之合計數額除以風險性資產總額。

法定資本適足比率：指第五條所定最低資本適

足比率加計第六條、第七條及第十八條第三項

所定應額外提列數之合計。

槓桿比率：指第一類資本淨額除以暴險總額。

第五章　銀行資本適足性及資本等級
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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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資本：指第一類資本淨額及第二類資本淨

額。

第一類資本淨額：指普通股權益第一類資本淨

額及非普通股權益之其他第一類資本淨額之合

計數。

累積特別股：指銀行在無盈餘年度未發放之股

息，須於有盈餘年度補發之特別股。

次順位債券：指債券持有人之受償順位次於銀

行所有存款人及其他一般債權人。

資本工具：指銀行或其子公司發行之普通股、

特別股及次順位金融債券等得計入自有資本之

有價證券。

風險性資產總額：指信用風險加權風險性資產

總額，加計市場風險及作業風險應計提之資本

乘以十二點五之合計數。但已自自有資本中減

除者，不再計入風險性資產總額。

信用風險加權風險性資產：指衡量交易對手不

履約，致銀行產生損失之風險。該風險之衡量

以銀行資產負債表內表外交易項目乘以加權風

險權數之合計數額表示。

市場風險應計提之資本：指衡量市場價格（利

率、匯率及股價等）波動，致銀行資產負債表

內表外交易項目產生損失之風險，所需計提之

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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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風險應計提之資本：指衡量銀行因內部作業

、人員及系統之不當或失誤、或外部事件造成損

失之風險，所需計提之資本。

暴險總額：指資產負債表內及表外之暴險金額。

發行期限：指發行日至到期日之期間，如有約

定可提前贖回或償還者，應依其得提前贖回或

償還日期計算發行期限，但其提前贖回或償還

須事先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第 三 條　銀行應計算銀行本行之資本適足比率，銀行與其

轉投資事業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十號規定應編

製合併財務報表者，並應計算合併之資本適足比

率。但已自自有資本扣除者，不在此限。

銀行計算合併之資本適足比率時，非控制權益及

銀行之子公司發行非由銀行直接或間接持有之資

本，得計入合併自有資本之金額，應依主管機關

規定之銀行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之計算方法說

明及表格（以下簡稱計算方法說明）辦理。

第 四 條　銀行應計算銀行本行之槓桿比率。銀行與其轉投

資事業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十號規定應編製合

併財務報表者，並應計算合併之槓桿比率。但已

自自有資本扣除者，不在此限。

槓桿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三，其計算方法應依計

算方法說明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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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條　銀行依第三條規定計算之本行及合併之資本適足

比率，應符合下列標準：

普通股權益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七。

第一類資本比率不得低於百分之八點五。

資本適足率不得低於百分之十點五。

第 六 條　銀行之資本適足比率，除符合前條規定外，經主

管機關洽商中央銀行等相關機關，於必要時得要

求銀行提列抗景氣循環緩衝資本，並以普通股權

益第一類資本支應。但最高不得超過二點五個百

分點。

第 七 條　為提高系統性重要銀行之損失吸收能力，主管機

關得要求系統性重要銀行增提緩衝資本二個百分

點，並以普通股權益第一類資本支應。

前項增提之資本自指定之日次年起分四年平均於

各年年底前提列完成。

第一項所稱系統性重要銀行，係指主管機關經洽

商中央銀行等相關機關，依銀行之規模、相互關

聯性、可替代性及複雜程度等指標綜合考量後，

指定之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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