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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銀行學大意 試題刊誤表

九十年公務人員初等考試

第3題

【解析】

1.	 貨幣的定義：貨幣是指被廣泛接受為支付工具的商品或代幣。

	 今日的貨幣稱為法定貨幣（代表以法令使之成為貨幣）包含了：

（1）	通貨（硬幣與紙鈔等現金）

（2）	銀行與其他金融機構的存款（因為存款也可以直接作為支付工具）

2.	 支票不是貨幣：支票並非貨幣的原因在於支票流通時並未創造支票面額的貨幣。

3.	 信用卡不是貨幣：當我們利用信用卡購買貨品或服務時，其實是發卡銀行先幫我們付款，而

不是我們用信用卡付款；我們其實是在收到信用卡帳單後再以現金或存款付款給發卡銀行，

因此信用卡不能算是支付的工具，不屬於貨幣。

4.	 金融卡：就像支票一樣，只是功能更快速而已，因此也不是貨幣。

故題幹所問之支票與信用卡均並非貨幣的一種，正確答案應為（D）。

第 22題

【解析】

1.	 在存款準備率為10%之下，當銀行吸收1千萬元的存款，可貸放1000萬×（1－10%）＝

900萬。新增的900萬在現金流失率為（1/9）之下，存回銀行體系的金額變為900萬×

（8/9）＝800萬，而在存款準備率為10%之下，當銀行吸收800萬元的存款，可貸放800萬

×（1－10%）＝720萬。

	 以此類推可知放款的最高額為：	

	 900萬＋900萬×〔（8/9）×（9/10）〕＋900萬×〔（8/9）×（9/10）〕2＋…（此為一

無限等比級數的概念）	

2.	 依無限等比級數的公式可隻本題該銀行體系可創造出的貨幣最高額應為：m／（1－r）＝

900萬／（1－0.8）＝4500萬。

第 51題

【解析】

1.	 Friedman的認為影響貨幣需求的因素為：財富總量（持久性收入），財富在人力與非人力形

式上的劃分，持有貨幣的預期報酬率，其他資產的預期報酬率（債券、股票、實物資產），

其他因素。

附註：

（1）	財富構成：即指人力財富和非人力財富的比例，人力財富是指個人在將來獲得收入的能力，即人的生產

能力，又叫人力資本，非人力財富即物質資本。人力財富與非人力財富之間存在的一定的抵換關係，也

就是說非人力財富是透過人力財富的投入來換取的。因此當人力財富越多的時候，代表沒有投入很多的

人力財富來換取非人力財富，也就是非人力財富會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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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而人力財富轉化為現實的非人力財富，會受到勞動力市場供求等因素的制約，所以在轉化過程中，人們

必須有一定量的貨幣，以應付交易等需要，這一貨幣量的多少，取决於人力財富和非人力財富的比例。

2.	 而Friedman的貨幣需求函數可以下列公式表示：

	

	 表示持久收入，代表財富因素； 代表非人力財富與人力財富的比率； 分別為貨

幣、債券、股票的預期名義報酬率； 表示商品價格的變化率， 表示其他影響因素。

	 在上述影響因素中， 和 與貨幣需求成正向關係，其他變數與貨幣需求成反向關係。

3.	 本題人力財富（humanwealth）越多→代表 （非人力財富與人力財富的比率）越低。

由於公式中 與貨幣需求成反比，因此當 越低，代表貨幣需求越高→答案為（A）。

第 59題

正確答案應為（A）。

九十一年公務人員初等考試

第15題

【解析】

由於本題出題時間為民國 91年，而現金融體制已大幅改變，以現行金融制度而言本題並無正確

答案，故本題改為一律給分。

第 52題

【答案】

考選部後修正答案為一律給分。

【解析】

1.	 中央銀行欲達成貨幣政策之最終目標，但貨幣政策工具並不能直接影響「最終目標」，只能

在實施一段時間後，才能間接地影響最終目標。這就是所謂貨幣政策有「時間落後」的問

題。假使中央銀行真要等上一段時間，才能知道其政策對最終目標的影響，則當政策不能達

成最終目標，甚至有害於最終目標時，恐為時已晚，而來不及修正。

2.	 有鑑於此，中央銀行便發展出一種策略，即設定「中間目標」及「操作目標」，藉由「貨幣

政策工具」直接控制「操作目標」，再影響到「中間目標」，進而達成「最終目標」。中間

目標與操作目標提供回饋，讓中央銀行能判斷政策方向是否正確，是否有達到預期的效果，

讓中央銀行能及時修正政策，大大提高達成最終目標的機率。

3.	 貨幣政策執行的策略步驟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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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個良好的貨幣政策中間目標，一般認為應具備三項標準或特性：

（1）	可測性（measurability）

	 「可測性」指目標變數可被精確且迅速測量的特性。目標變數必須有明確的定義，且

統計資料的提供必須迅速而可靠，如此中央銀行才能在短期內測出中間目標，並得知

有無偏離預定的目標，以作為是否調整政策的判斷依據。

（2）	可控制性（controllability）

	 「可控制性」指目標變數能為央行所控制的特性。作為有用的中間目標，中央銀行對

它必須具備有效的控制能力，否則即使它對貨幣政策目標有影響，也是沒有用處。

（3）	相關性（relatedness）

	 「相關性」指目標變數能影響最終目標，兩者間是相關的。中間目標與最終目標間必

須具「相關性」，否則，即使中央銀行可精確且迅速測量出此變數，並有能力完全控

制它，但因它不能影響最終目標，則此變數將沒有作用，中央銀行還是無法運用它來

影響物價及就業水準等最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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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一般來說，中間目標可以分為兩種：一種為與利率（貨幣的價格）相關的變數，另一種則為

與數量（貨幣數量）相關的變數。選擇中間目標時，必須瞭解價量不相容原則──中央銀行

若選擇控制貨幣供給為其中間目標，就會失掉對利率水準的控制；反之，若選擇控制利率水

準為其中間目標，就會失去對貨幣供給的控制。

6.	 題幹在1990年以後，由於金融環境大幅變遷，美國聯邦儲備銀行在中間目標的選擇上經

過多次的調整，但後期多半以利率為主。由於題幹的問題為「1990年以後採用的中間目

標」，按此則四選項均為正確，故考選部於後公布本題一律給分。

九十二年公務人員初等考試

第39題

【答案】

考選部後修正答案為答（Ｂ）或（Ｄ）者均給分。

【解析】

1.	 Friedman的認為影響貨幣需求的因素為：財富總量（持久性收入），財富在人力與非人力形

式上的劃分，持有貨幣的預期報酬率，其他資產的預期報酬率（債券、股票、實物資產），

其他因素。

附註：

（1）	財富構成：即指人力財富和非人力財富的比例，人力財富是指個人在將來獲得收入的能力，即人的生產

能力，又叫人力資本，非人力財富即物質資本。人力財富與非人力財富之間存在的一定的抵換關係，也

就是說非人力財富是透過人力財富的投入來換取的。因此當人力財富越多的時候，代表沒有投入很多的

人力財富來換取非人力財富，也就是非人力財富會越少。

（2）	而人力財富轉化為現實的非人力財富，會受到勞動力市場供求等因素的制約，所以在轉化過程中，人們

必須有一定量的貨幣，以應付交易等需要，這一貨幣量的多少，取决於人力財富和非人力財富的比例。

2.	 而Friedman的貨幣需求函數可以下列公式表示：

	

	 表示持久收入，代表財富因素；w代表非人力財富與人力財富的比率； 分別為貨

幣、債券、股票的預期名義報酬率； 表示商品價格的變化率， 表示其他影響因素。

	 在上述影響因素中， 和 與貨幣需求成正向關係，其他變數與貨幣需求成反向關係。

	 因此：

（A）財富 也會影響貨幣需求。

（B）社會上人力資本比例越高，代表非人力財富占人力財富比率 越低，貨幣需求越高。

（C）預期通貨膨脹率越高，貨幣貶值機率越高，持有貨幣成本便高，所以會減少貨幣需求。

（D）正確，利率越高，持有貨幣的機會成本越高，貨幣需求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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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七年土地銀行人員考試

第5題

【答案】（Ｄ）

【解析】

1.	 本題存款人存入1,000元，應提法定存款準備金＝1,000×0.1＝100，因此扣除存款準備金

後的存款貨幣金額為1,000－100＝900。

2.	 在無現金外流，無超額準備的假設下，存款乘數就是法定準備率的倒數，所以此題存款乘數

＝1/10%＝10。存款貨幣增加＝900×10＝9,000。

注意：

本題如果改問『存入1,000元最大可創造多少存款貨幣』，則答案應選（D）10,000（即以存入的1,000乘上

存款乘數10）。

但現在本題所問為『存款貨幣增加多少』，如此則應該以創造出的10,000元扣除原本存入的1,000元，答案為

（C）9,000。

九十七年台中商業銀行儲備行員甄試

第5題

【答案】（A）

【解析】

1.	 本題支票存款存入300億元，應提法定存款準備金＝300×0.2＝60，因此扣除存款準備金

後的存款貨幣金額為300－60＝240。

2.	 在無現金外流，無超額準備的假設下，存款乘數就是法定準備率的倒數，所以此題存款乘數

＝1/0.2＝5。存款金額乘以存款乘數即為存款可創造出的貨幣供給額，因此本題貨幣供給額

為增加＝240×5＝1,200億元。

注意：

本題如果改問『存入300億元最大可創造多少貨幣供給』，則答案應選（C）1,500億元（即以存入的300億

元乘上存款乘數5）。

但現在本題所問為『貨幣供給增加多少』，如此則應該以創造出的1,500億元扣除原本存入的300億元，答案

為（A）增加1,200億元。

九十七年台灣銀行新進人員甄試

第10題

【答案】（D）

【解析】

1.	 到期期限相同的債權工具，由於流動性信用風險與稅賦待遇不同，利率也不同，這種現象稱

為「利率的風險結構」。	

2.	 影響利率風險結構的主要因素有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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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違約風險：債務人未能依約付息或歸還本金的風險，又稱為倒帳風險或信用風險。違

約風險愈高，發行債權工具的債務人必須提供更高的利率，才能吸引投資人；所以違

約風險與利率成正比。

（2）流動性：係指金融資產變現的難易程度，與利率成反比。例如：假設甲與乙兩種債券

的到期期限相同，信用評等也相同，但若乙債券的流動性較低，則乙債券必須提供額

外的利率來補償投資人，而這個額外的利率就稱為「流動性溢酬」。	

（3）所得稅：其他條件相同，如果某債券給付的利息適用較高的所得稅率，投資人將要求

該債券提供較高的利率作為補償。

3.	 選項中（D）物價上漲率並非影響債權工具利率風險結構的因素之一。

九十七年板信銀行新進人員甄試

第24題

【答案】

正確答案為（D）（P236 頁答案欄應修正為D）

九十七年彰化銀行辦事員、資訊及催收法務人員甄試

第2題

【答案】（B）

【解析】

1.	 在無現金外流，無超額準備的假設下，存款乘數應該法定準備率的倒數。其可創造存款貨幣

的公式為：△D＝1/r×△A

	 （△D：存款貨幣創造數；r：存款準備率；△A：存入存款數）

2.	 但若考慮現金外流率：

（1）	現金外流是指：銀行體系在創造存款貨幣的過程中，產生現金外流出銀行體系的現

象。

（2）	現金外流會使銀行準備金減少，進而減少銀行放款和存款貨幣創造的能力。

（3）	若把現金外流的因素考慮進來，則原本創造存款貨幣的公式就應修正為：

	 △D＝1/（r＋c）×△A

	 （△D：存款貨幣創造數；r：存款準備率；c：現金外流率；△A：存入存款數）

3.	 因此本題法定準備率為10％，現金外流率亦為10％，則銀行體系所創造之存款貨幣應為：

	 △D＝1/（10%＋10%）×1億元→△D＝5億元

九十七年台灣土地銀行人員甄試

第6題

【答案】（C）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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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期限偏好理論又稱為流動性貼水理論，其認為長期債券的利率等於預期短期利率的平均數，

加上此一長期債券的流動性貼水（liquidity	premium）。因為長期債券的流動性較差，為使投

資人願意持有長期債券，必須給予利息的補償，這種彌補流動性不足的額外利息支付，即稱

為流動性貼水。

2.	 期限偏好理論認為由於一般投資者對短期債券的偏好大於長期債券，因此，為了讓投資者購

買長期債券，必須向他們支付正值的期限貼水。

3.	 所以本題未來五年的長期利率＝短期利率的平均值+每一年的期限貼水，故分別是：

	 1年期存款利率＝2％＋0.5％＝2.5％；

	 2年期存款利率＝（2％＋2％）/2＋0.75％＝2.75％；

	 3年期存款利率＝（2％＋2％＋4％）/3＋1％＝3.67％；

	 4年期存款利率＝（2％＋2％＋4％＋3％）/4＋1.5％＝4.25％；

	 5年期存款利率＝（2％＋2％＋4％＋3％＋1％）/5＋1.75％＝4.15％；

故4年期存款利率最高，答案為(C)。

※註：何謂升水與貼水？

讀者可把升水與貼水想成是『補貼』的意思，差別只是在於商品的買方與賣方誰補貼誰：當一項商品的風

險較高時，商品的賣方必須要提供較高的利息給買方，當作『風險的補貼』，如此才能吸引投資者來投

資；反之，當一項商品風險很低時，商品的賣方必定提供較低的利息；這可以當作是商品的買方看在這項

商品風險低的份上『補貼』一定的報酬給賣方，否則賣方就沒有成交的意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