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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我国各大院校一般都把国内外通用的权威教科书作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学习专业课程的参考教材
，这些教材甚至被很多考试（特别是硕士和博士入学考试）和培训项目作为指定参考书。
但这些国内外优秀教材的内容一般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课（章）后习题一般没有答案或者答案简单
（国外教材的英文答案特别是论述题因为不符合中国人的习惯而难以理解），这给许多读者在学习专
业教材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学习专业课，我们有针对性地编著了一套与国内外教材配套的复习资料，整理了
各章的笔记，并对课（章）后的习题进行了详细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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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内外经典教材习题详解系列是一套全面解析当前国内外各大院校权威教科书的辅导资料。
布兰查德的《宏观经济学》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宏观经济学教材之一，本书基本遵循第2版的章目编
排，共分28章，每章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复习笔记，总结本章的重难点内容；第二部分是课(章)
后习题详解，对第2版的所有习题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解答。
　　本书特别适合各大院校学习布兰查德的《宏观经济学》的师生，以及在高校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人
学考试中参加经济学考试科目的考生使用，对于参加经济学职称考试和其他相关专业人员来说，本书
也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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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4.货币市场基金（money market funds）答：货币市场基金是指资金主要投资于货币市场上的短期金融
工具（如国库券、银行存款单、商业票据、银行承兑汇票等）的投资基金。
这是一种合作性质的投资基金，客户可以用买入股票的方式把短期闲置资金交由基金会代为投资运用
；要提取现款时，可向基金会卖出股票。
货币市场基金具有低风险和略高于银行存款利率的风险收益特征，适合厌恶风险的投资者。
与其他类型的共同基金相比，货币市场基金有以下优势：可以用基金账户签发支票、支付消费账单；
通常被作为进行新的投资之前暂时存放现金的场所，这些现金可以获得高于活期存款的收益，并可随
时撤回用于投资；可Lj其他类型的基金串联，相互自行转换。
但是货币市场基金也面临着风险，如利率风险等。
15.M1货币（M1）答：M1是衡量货币供给量的层次之一，等于MO加上商业银行的活期存款（一般不
包括官方机构和外国银行在商业银行的存款）。
M1是狭义的货币供应量，根据货币的流动性原则，以存款及其信用工具转换为现金所需的时间和成本
作为标准，对货币划分的层次。
在存款货币中，活期存款可以等同于现钞货币，可以随时提取，随时签发支票充当现钞使用，不需要
任何中间手续，是成本最低的交易媒介和支付手段。
因此可以与MO组合在一起，作为现实的购买力。
M1对社会经济生活具有最广泛、晟明显、最直接的影响，因此成为控制货币量的主要目标。
各国对M1的定义存在一定差异，我国对MI的划分是：M1=MO+企业、机关、团体、部队的活期存
款+基建存款。
美国的划分是：M1=MO+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库存以外的现金+商业银行的活期存款一托收未达款和
联邦储备银行的在途资金+非银行金融机构发行的旅行支票+可转让的提款单+在银行和储蓄机构的自
动账户+信贷公会股份支款账户+互助储蓄银行的活期存款。
日本的划分是：M1=现金（银行券发行额和辅币额之和减去金融机构库存现金）+活期存款（包括企
业活期存款、活期储蓄存款、通知即付存款、特别存款和纳税准备金存款）。
16.货币流通速度（velocity）答：货币流通速度是指同一单位的货币在一定时期内平均周转的次数。
货币流通速度可以表明同一单位的货币在一定时期内所支持的流通商品量。
货币流通速度是决定商品流通过程中所需货币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加快货币流通，能在一定程度七弥
补流通中货币数量的不足。
在确定货币流通速度时，货币应处于流通中，不包括暂时停止或长期沉淀的部分。
现实中无法确定有多少货币正处于流通过程中，或有多少货币停止不动。
所以，主要根据不同层次货币与相应商品的流通确定各层次货币的货币流通速度，如以商品零售额与
现金余额的比值测定现金的流通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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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内外经典教材习题详解系列是一套全面解析当前国内外各大院校权威教科书的辅导资料。
布兰查德的《宏观经济学》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宏观经济学教材之一，《布兰查德笔记和课后习题详
解》(第2版)笔记和课后习题详解》基本遵循第2版的章目编排，共分28章，每章包括两部分：第一部
分为复习笔记，总结本章的重难点内容；第二部分是课（章）后习题详解，对第2版的所有习题都进
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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