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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与财政关系:现代货币理论
与正统经济学比较分析

*

李黎力

摘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货币与财政的大转向和“三低时代”的到来,导致当今

主流经济学陷入广泛质疑和批判,同时催生了“现代货币理论”的广为流行和关注。现代货币理论

的流行源自对货币与财政关系迥异于当今主流和正统经济学的理解。正统经济学综合了正统交易

货币和稳健财政研究传统,遵循了实物货币与实物财政相结合的实物分析进路,在“政府预算约束”
理论框架下来理解货币与财政之间的联系,分析主权政府的行为逻辑。与之不同,现代货币理论则

综合了非正统债务货币和功能财政研究传统,遵循了信用货币与货币财政相结合的货币分析进路,
从现代货币循环流转出发来理解货币与财政之间的关系,分析主权政府的行为逻辑。正统经济学

对于货币与财政关系的理解本质上是消极、被动和狭隘的,因而存在缺陷。尽管现代货币理论同样

存有不足,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恰好可以弥补和克服正统经济学的缺陷,从而增进对货币与财政关系

的理解。
关键词:现代货币理论 正统经济学 货币 财政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GlobalFinancialCrisis)以来,尤其是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

来,随着全球各国量化宽松、零利率等非常规货币政策和大规模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火力全开”,全球

货币与财政迎来了激烈转向。二者之间的边界变得愈加模糊,“货币融资”或“财政赤字货币化”这些

过去被视为传统“禁忌”和可怕“魔鬼”的实践和思想,开始被予以严肃的讨论和争鸣(沃尔夫,2014;
特纳,2016;Gali,2019;刘尚希等,2020;Aguretal,2022)。在此过程中,与政府赤字、债务和货币供

应量天量扩张相伴的,并非高利率、高通胀和政府破产风险的加剧,而是相反迎来了低增长、低利率

和低通胀“三低时代”的到来。主流经济学关于货币与财政的传统框架因难以解释这种“高低悖论”
而遭受了广泛质疑和批判(李黎力、沈梓鑫,2012),①货币与财政的关系问题的重要性于是上升到了

一个全新的高度(Borio,2021;李扬,2021)。在此“大变局”时代,聚焦于货币与财政关系的“现代货

币理论”(modernmoney/monetarytheory,简称 MMT)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全球各界关注和

争论的焦点,并构成当今宏观经济学理论和政策讨论当中至关重要乃至不可或缺———尽管充满争

议———的一部分。
“现代货币理论”并非最近才产生的全新理论和流派,它产生自20世纪90年代,由对冲基金经

理 WarrenMosler、美国经济学家L.RandallWray和澳大利亚经济学家WilliamMitchell开创,后来

发展至包括 MathewForstater、StephanieKelton(旧姓Bell)、ScottFullwiler、PavlinaR.Tcherneva、

EricTymoigne和FadhelKaboub等主要以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为主体的一个新兴的宏观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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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派。“现代货币理论”是一种基于对“现代货币”的理解和分析而产生的替代性宏观经济理论和

政策框架。该理论从货币经济学的视角来构建现代宏观经济学,强调现代货币的主权属性,以及

主权货币政府作为货币的发行者所衍生出来的政策含义和财政空间,将政府这种货币发行者置于

货币体系的中心,聚焦于主权货币政府现实中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操作及其对非政府部门或整

个宏观经济的影响。因此,现代货币理论首要的是一种看待和描述现实世界的全新方式或视角,
主要关注对主权货币体系运行的理解,以及基于这种理解而构建的政策框架。该理论大部分是描

述性的,旨在解释主权货币如何运行,从中发现主权货币国家的政策空间;其次才是规范性的政策

主张和建议。①

在全球货币与财政步入新的十字路口的当下,本文试图比较和评析现代货币理论与正统经济学

关于货币与财政关系的不同理解,为把握二者关系的未来走向提供历史启迪和思想养分。

一、货币和财政研究传统的演替

在经济思想几千年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历史悠久且长期并存的经济学

研究传统之间的相互竞争和周期性演替,如同历史长河分叉出来的两条“支流”一样奔流不息(李黎

力,2020b)。这两大传统在货币和财政领域体现得淋漓尽致,影响着当今主流经济学与现代货币理

论对货币与财政关系截然不同的理解。
(一)货币两大研究传统的演替和对比

货币研究传统源自对货币本质的理解和认识。货币的本质是货币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对“货
币是什么”的一个基本界定。从历史上看,有关“货币”的真实起源已无从知晓。因此,后人是根据自

身对“货币是什么”的界定去辨识货币,去推断货币的产生和演进;而反过来,这种“建构”的历史又被

动用起来为这套货币理论辩护。换言之,货币本质观决定了对货币相关范畴的理解,包括货币的起

源、演进、职能、价值、作用和供给过程,商业银行的角色,货币经济的性质,货币体系的构想,货币政

策的目标和取向等,以及对先验假设、研究范式和分析进路等方法论的采用,从而形成了相应的货币

研究传统,这些传统在历史上不断得到继承和发展。
在经济思想史上,大体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悠久货币研究传统(Goodhart,1998;李黎力、张红

梅,2014)。一种是“基于交易”(barter-based)货币本质观的西方正统交易研究传统。这种交易传统

最早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经门格尔系统阐释,之后得到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如杰文斯、米塞斯、阿尔

钦、诺思、萨缪尔森、清泷信宏和布鲁纳等)的支持以及正统经济学流派的沿袭和发展,并被写入流行

的经济学教科书,成为深入人心的“常识”。该传统以“货币金属论”(metallism)为典型理论,将货币

的本质视作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人们普遍接受的交易媒介物,认为交易媒介是货币最为根本的职

能,作为货币的定义和存在的根据,因而从该职能出发基于交易推断货币起源自私人部门,是人们在

物物交换过程中为降低交易成本而自发产生的。货币因而表现为各种商品货币及其货币符号,体现

的是私人交换关系。从演进逻辑上,是先有基于物物交换的市场和相对价格(商品市场决定),之后

才产生货币和名义价格(货币市场决定)。在具体形态演进方面,货币遵循以物易物→商品货币→金

属铸币→信用货币这种从简单到复杂的线性演进路径。在产生之后,货币只是作为实物经济的“面
纱”,是中性的。作为一种商品,货币的价值由其特定商品的价值或与其相对应的各种商品的价值决

定。从商品交换视角出发,这一传统主张货币数量论和货币政策规则,认为商品货币体系是理想的

货币体系,央行应当也能够通过外生的基础货币控制,经由银行“存款创造贷款”的货币乘数而控制

货币供应量来消除通胀压力。从国内基于纯粹市场交易的货币体系推广到国际上同样是一个中性

的货币体系,出于交易成本的节约可以放弃一国货币主权,加入区域货币体系。在这一传统看来,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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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现代货币理论的历史和逻辑细节,可以参见该学派代表的原著(Wray,1998,2015,2018;Mitchelletal,2019;

Kelton,2020),也可以参见国内的系统介绍(如李黎力、贾根良,2012;李黎力,2019,2020a,2021;贾根良、何增平,2018,

2020;贾根良、兰无双,2019;贾根良等,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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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货币经济本质上不过就是一种“物物交换经济”,故而应当遵循实物分析进路,关注货币“面纱”或
“外衣”背后掩盖的实物“本质”。

另一种是“基于债务”(debt-based)货币本质观的西方非正统债务研究传统。这种传统最早可

追溯至柏拉图,经克纳普和米歇尔-因尼斯系统阐释,主要更为各色边缘经济学家(如勒纳、明斯

基、古德哈特、雷、赫德森、加尔布雷思等)尤其是后凯恩斯主义等异端学派所继承和发扬,并得到

一些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支持。该传统以“货币国定论”(chartalism)和“货币信用论”
(creditism)为典型理论,将货币的本质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债务———人们普遍接受的债务,认为记账

单位是货币的首要职能,构成信用论研究货币的出发点,因而从该职能出发基于债务推断货币起

源自公共部门,是它们出于量度债务的需要的有意发明。① 货币因而表现为各种具有等级差异的

债务形式,体现的是社会债权债务关系。从演进逻辑上,是先有记账货币和名义价格,之后才产生

货币物、市场和相对价格。在具体形态演进方面,货币遵循信贷体系→金属铸币→以物易物(副产

品)这种并非从简单到复杂的非线性演进路径。货币作为一种债务,在产生之后便成为实体经济

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数量和质量都会对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其本身也不具有内在价值,而是源自外

在所赋予的普遍接受性和相应的购买力。从信用关系出发,该传统反对货币数量论和货币政策规

则,认为信用货币体系是理想的货币体系。央行在银行“贷款创造存款”的内生货币创造机制下无

法控制货币供应量,应当与财政部协调配合,通过相机抉择确保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如同一

国国内货币体系一样,国际货币体系也是一个具有等级结构的非中性货币体系,因而应当坚持一

国货币主权以保证国民政策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在这一传统看来,现代货币经济本质上是一种

“货币生产型经济”,故而需要遵循货币分析进路,关注货币以及广义信贷在经济运行中的重要

作用。
(二)财政两大研究传统的演替和对比

财政研究传统源自对政府账户本质的理解和认识。政府账户的本质可谓是财政学的基本问题,
是对“政府账户是什么”的一个基本界定。政府账户是从根本上不同于个人或私人企业账户,还是与

它们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 对这一基本问题的界定和理解,决定了对财政一系列相关范畴的理解,
也决定了对财政问题的实证和规范分析进路,包括财政目标、原则和判断标准,政府活动性质,政策

立场,财政收支,公共债务和财政政策等,以及对研究视角、隐喻方式、分析进路和核心问题等方法论

的采用,从而形成了相应的财政研究传统,在思想史上不断得到延续和发展。
在经济思想史上,大致存在两种大相径庭的悠久财政研究传统。一种是西方正统“稳健或健全

财政”(soundfinance)研究传统。这种健全传统最早或许可追溯至色诺芬,在斯密、李嘉图和萨伊等

古典经济学家的阐释下形成了古典正统而延续至新古典经济学,并获得以巴罗、萨金特为代表的新

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等新自由主义学派的复兴和强化,成为当今广

为人知的“常识”。该传统以著名的“财政部观点”“李嘉图-巴罗等价定理”“纯公共财政论”(Blan-
chard,2022)和“扩张性(财政)紧缩论”(Alesinaetal,2019)为典型理论,预设政府账户在本质上与私

人账户没有区别,因而将政府账户与私人账户进行实质性类比,从私人部门和个体主义视角出发采

用“家庭隐喻”来刻画和分析政府的财政问题,侧重于市场主体对财政的反应和调整。在这种传统看

来,政府行为同样面临如私人部门所面临的预算约束条件,需要通过征税和借款(发行债券)来为支

出融资,以至于公共财政(publicfinance)等同于私人财务(privatefinance),公共债务类似于私人债

务(Buchanan,2018)。面对这种无差别的“政府预算约束”,财政目标应当追求平衡预算以保持财政

的可持续性,为此应坚持“稳健财政”原则,将财政收支状况稳健与否作为财政收支行为的评判标准。
由于政府活动基本上具有非生产性,因而应当追求“小政府”,坚持自由放任或财政保守主义政策立

场。从这种棱镜透视,政府开支增加和财政赤字往往被视作不负责任(有悖财政纪律)、有损经济(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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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私人支出)和极其危险(引发通货膨胀)。其积累的公共债务被视为“抵押未来”,将会给社会带来

沉重的代际负担,不仅会因为政府陷入违约和破产风险而危及社会稳定和繁荣,而且会由于降低国

民储蓄、提升利率和损害经济效率而使经济陷入长期停滞(Gale,2018)。因此,应践行财政紧缩和整

顿来提振私人部门的信心,追求财政盈余来增加国民储蓄,提升未来财政空间。具体在财政政策上,
更多着眼于供给导向,重视总供给增长,主张财政规则或粗调,注重税收刺激和效率,强调政策的配

置和分配效应或职能(如减少税收扭曲、平滑代际成本),倡导间接引导和跟随市场,以及提升承诺技

术来解决时间不一致性问题(Musgrave,2018)。
另一种是西方非正统“功能财政”(functionalfinance)研究传统。这种功能传统最早可追溯至重

商主义,在“凯恩斯革命”后在勒纳(Lerner,1943)的系统阐释下取代古典正统传统而成为主流,在20
世纪60年代逐渐“失宠”和销声匿迹的情况下被明斯基等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延续,并自20世纪

90年代以来得到现代货币理论学派的大力复兴和发展。该传统以著名的“功能财政原理”为典型理

论,预设政府账户与私人账户具有本质性差别,因而力图破除政府账户与私人账户的实质性类比,从
公共部门和整体主义视角出发采用一些“非家庭隐喻”来刻画和分析政府的财政问题,侧重于财政所

带来的宏观经济总量变化。在这种传统看来,政府因具有一国主权货币发行权而并不面临私人部门

所面临的预算约束条件,并不需要通过征税和借款(发行债券)来为支出融资,以至于公共财政不同

于私人财务,公共债务有别于私人债务。鉴于免受“政府预算约束”束缚,财政目标应当追求平衡经

济以保持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为此应坚持“功能财政”原则,将财政政策的经济效果作为财政

收支行为的评判标准。由于政府活动也具有生产性,因而应当追求“大政府”,持有政府干预主义政

策立场。从这种视角观照,政府开支增加和财政赤字往往被视为内生于经济运行表现,对应于非政

府部门收入增加和有益于经济社会发展(挤入私人支出)。其积累的公共债务并不会给社会带来代

际负担,反而不仅会因为带来社会金融财富和安全资产的增加而有助于金融和经济稳定,而且会由

于提高国民储蓄、降低利率和提升生产率而促进经济长期发展。因此,应从一国宏观经济发展等公

共目标需要出发执行财政政策,通过预算管理强化财政效能。具体在财政政策上,更多着眼于需求

导向,重视总需求稳定,主张财政相机抉择或微调,注重政府支出和公平、稳定,强调政策的总需求效

应或职能(如稳定总需求、维持潜在产出),倡导直接参与及调控和矫正市场来解决协调失灵问题

(Colander,2018)。

二、正统经济学关于货币与财政关系的理解

正统经济学对货币与财政关系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上述正统交易货币研究传统与正统稳

健财政研究传统的结合。
(一)实物货币与实物财政

因循正统货币和财政研究传统,正统经济学对于货币与财政二者之间的关系采取了实物分析范

式,将“实物或商品货币”与“实物财政”并立。无论是货币还是财政,其背后体现的均是稀缺的实物

和资源。对于货币而言,它只是私人部门内部自发产生的便利交换的交易媒介,货币经济本质上就

是一个物物交换的实物经济。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货币的数量从根本上也受制于且应受制于稀缺

的商品数量。储蓄、投资、利率、资金和收入等相关范畴同样是从这种实物层面来理解和处理的。而

对于财政,同样体现的是政府通过“实物性”贡赋和税收的攫取来进行“实物性”支出,因而其规模也

受制于可获得的稀缺资源,财政的货币化并未改变这种“实物财政”的本质。因此,对货币和财政的

分析,均可以在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这个正统框架中进行。
由于从实物层面看,货币与财政基本上不相交,对货币与财政的分析通常采用“两分法”,货币

政策与财政政策一般被视为是相互独立的。这表现在财政货币化后的制度层面,中央银行与财政

部各司其职,泾渭分明:中央银行负责一国货币事务和货币政策,财政部负责一国财政事务和财政

政策。中央银行虽与财政部同属政府部门,但被视为介于市场和政府之间,只是代表政府的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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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性的机构。在分析上,它往往与商业银行作为“货币的创造者”,同财政部和居民这些“货币非

创造者”,被区别开来进行分析。中央银行对于财政部的中介角色(公众与财政部之间的金融中

介),正如同商业银行对于家庭或企业的中介角色(储蓄者与投资者之间的金融中介),只是充当后

者的账户出纳和资金保管。即使意识到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功能,财政部的财政收支

也只是从中央银行发行的基础货币“资金池”中开展,恰如家庭和企业的收支活动在商业银行创造

的信用货币“资金池”中开展一样,背后体现的无非是实物和资源的获得和使用。即便银行具有货

币创造的“特权”,它们也必须以背后的实物商品作为“锚”,并受制于商品货币流通规律及其背后

的实物定理。货币与财政二者之间的这种不相关,表现在国家层面自然而然就意味着货币主权与

财政空间不相关。
(二)政府预算约束

上述实物分析产生了政府账户与私人账户的实质性类比,以及随之而来的政府预算约束假定和

学说。古老的“家庭隐喻”被推广至企业,进而到一国政府,它们均适用同样的预算约束的逻辑。①

从逻辑上,任何经济主体(包括家庭、企业和政府)的开支,必须以先前存在的金融资源(收入、资金或

储蓄)为前提,它们独立于当前开支,因而是收入决定支出。正如自由市场经济中的所有经济主体一

样,政府必须为其得到的商品和服务付费。当税收收入低于政府支出(即处于赤字状态),政府必须

通过其他途径来筹集资金(胡佛,2011)。因此,在正统宏观经济模型中,政府像家庭一样自身需满足

均衡状态下的(跨期)预算约束(intertemporalbudgetconstraint,IBC)条件,要么是常见的“支出=收入”
或“政府赤字=债务融资+货币融资”的流量形式,如“货币主义算术理论”(Sargent& Wallace,1981),
要么则是“实际负债等于资产”的“存量或现值形式”②,如“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FTPL)(Coch
rane,2021)。

正是政府预算约束将本来相互独立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联系到了一起(Kocherlakota,2018)。
如下常见的政府预算约束方程(1)所示,该方程表明了政府支出或赤字的融资选择。将式(1)变换

为式(2),方程左边反映的是财政政策———政府的收入、支出和债券发行,方程右边反映的是货币

政策———基础货币的创造,等号表明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紧密相关。货币政策变动影响政府通

过货币创造而获得的收入,因而二者不可避免联系在一起。然而,货币政策在这种货币-财政联

系纽带中所扮演的为财政赤字进行“货币融资”(或所谓“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角色,却通常被视作

是非合意的和危险的,货币融资自古(表现为古时候的国王降低货币成色)就有一个不好的名声,
被认为必然会导致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这也正是政府预算约束不同于私人预算约束条件的地

方,货币融资在某种程度上使政府这种约束变成了“软约束”,因而应当将其“硬化”,于是货币融资

就逐渐成为传统的“禁忌”或可怕的“魔鬼”,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唯一的纽带也因而被“理性

地”忽视。其结果是,“阉割掉”货币融资乃至货币要素的政府预算约束与私人预算约束没有了本

质差别。

G-T =ΔB+ΔMB (1)

G-T-ΔB=ΔMB (2)

正统经济学基本上是在这种从根本上适用于纯粹的实物经济的“政府(跨期)预算约束”框架下,
来理解、讨论和“政治算术”政府收支过程、公共债务和财政政策及其影响。该约束假定被奉若神明,
不仅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潜在地联系在一起,而且还将当前政策与预期的未来政策联系在一起。
认真对待政府预算约束,考虑政府当前政策的跨期含义,被认为可以颠覆有关政策效用普遍认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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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滥觞于古希腊的“经济学”一开始指的就是“家庭管理”,后来扩展演变至指代“政府财政管理”的“政治经济

学”,到“富国裕民”的“政治经济学”,最后到众所周知的研究“资源配置”的“经济学”。

其一般形式为 Bt

Pt
=t期实际财政盈余的现值 。



观点,导致短期可能有效的政策在中长期归于无效(Leeper&Nason,2018)。根据这一框架,政府通

过三种融资方式(税收融资、债务融资和货币融资)筹集资金来支付开支。由于货币融资方式被视为

“禁忌”,政府开支在依靠另外两种替代性的融资方式时并不创造货币,而是有赖于“外部的”或“他人

(纳税人)的”货币,正如私人开支一样,因而政府收支余额也就像私人经济主体的收支余额一样,在
金融上是有意义的。财政盈余就如同企业留存收益或利润,扮演相同的角色,可以增加国民储蓄,
提升未来的开支空间。而财政赤字则反过来,如同家庭或企业赤字那样是不好的,会降低国民储

蓄,通过可贷资金效应(资金需求上升)而抬升利率,进而对私人支出产生“挤出效应”,不利于经济

发展。而因赤字累积的公共债务,不仅会像私人债务一样会产生债务可偿付性和可持续性问题,
滋生政府违约和破产风险,而且会因潜在的“李嘉图等价效应”而降低财政支出的刺激效果,意味

着未来更高的税收而给子孙后代带来负担。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私人代表性个体预期的显著作

用、政策的可信性和政府的信誉,以及政府的承诺和政策的时间不一致问题,于是成为正统财政政

策分析框架主要关注的问题,经济政策实际上成为政府与一帮聪明人较量的重复博弈(贝纳西-
奎里等,2010)。

(三)健全货币与健全财政

按照实物分析进路和政府预算约束研究框架,正统经济学得出了“健全货币”(萨勒诺,2010)与
“健全财政”的政策原则和主张。从实物层面上看,货币与财政并不相交,互不影响;但在现实制度层

面,政府预算约束却使货币与财政产生了潜在的联系,威胁着二者本应有的独立。这种潜在的相互

联系意味着,如果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从属于协助政府融资(即“货币融资”或“财政量化宽松”(fiscal
QE))的目标(一般被称为财政主导体制),那么不仅导致财政行为不负责任(威胁民主政治),而且也

危及长期货币稳定(Selgin,2020)。从长期来看,只有在财政政策可持续或者中央银行享有独立性的

情况下,才能割断货币与财政之间的联系,货币政策才能完全独立于财政政策。为此,应坚持“健全

货币”与“健全财政”原则,明确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的边界,采取货币主导体制,应用“健全货

币”约束“健全财政”,在国际层面甚至可以放弃一国货币主权(即采用单一货币)来约束一国财政。
一方面,应追求和维持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禁止央行为财政开支进行货币融资,依靠货币政策规则来

稳定价格和调控宏观经济运行(Bordo&Levy,2021)。另一方面,应追求财政盈余和财政政策的可

持续性,从而为政府提供足够多的健全货币来为长期均衡的社会需要提供融资,并诉诸财政政策规

则和财政纪律约束政府行为。
至于短期内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协调问题,尽管正统经济学内部有协调论者主张需要二

者相互协调,以更好地影响总需求(如常见的IS-LM 框架中的政策组合分析),但反对者却指出,政
策协调从本质上来说威胁着央行的独立性,认为赋予货币政策以完全的独立性就可以解决货币政策

与财政政策的博弈问题。① 财政部与中央银行各司其职,坚持各自明确的政策理念,可以为市场参

与者提供充足的、清晰的信息,以便他们进行最优化决策。超出了信息沟通之外的任何协调,被认为

都会有模糊决策者目标的风险,而其带来的好处又不甚明了(贝纳西-奎里等,2010)。

三、现代货币理论关于货币与财政关系的理解

相比之下,现代货币理论对货币与财政关系的理解,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上述非正统债务货币研

究传统与非正统功能财政研究传统的结合。
(一)信用货币与货币财政

遵循非正统货币和财政研究传统,现代货币理论对于货币与财政二者之间的关系采取了货币分

析范式,将“信用或债务货币”与“货币财政”联系起来分析。就货币而言,作为一种体现社会债权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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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中央银行与财政部之间的协调,美联储更为支持事前协调。英国赋予了政府领导央行的作用,但欧洲中

央银行和其他央行,比如德国央行,因考虑央行独立性问题而拒绝协调(贝纳西-奎里等,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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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关系的特殊债务,它的产生便与公共部门的财政活动密切相关,它的普遍接受性也与税收驱动息

息相关。通过一个具有债务金字塔结构的弹性货币体系,货币构成了货币生产型经济当中至关重要

的一部分,其数量和质量取决于经济体中债务的创造和接受,并不受任何实物资源的制约。储蓄、投
资、利率、收入和支出等相关范畴均被视作是一种“货币现象”,因而均从货币层面来理解和处理。而

对于财政,货币经济与国家的货币化相伴相生,改变了政府运行的逻辑,意味着政府通过货币创造来

获取资源,而不再是依靠实物贡赋的攫取(Parguez,2002)。因此,对货币和财政的分析,并不囿于传

统的稀缺资源配置框架,而是更注重于资源的利用和创造。
由于从货币分析层面看货币与财政内在相联,现代货币理论对货币与财政的分析采取了货币循

环流转“一分法”,甚至为了简化起见而采用“合并假说”,将财政部与央行合并为“政府部门”进行分

析(Wray,2015)。因为在它们看来,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本来就相互交织,表现在制度层面,中央银

行参与财政政策,财政部也参与货币政策,二者之间一直存在着内部的协调和配合,因而中央银行并

非具有通常意义上的独立性。现代货币理论致力于破除将财政部的财政政策操作与央行的货币政

策操作天然地分离开来的流行的“错觉”或“幻想”。在具体分析上,财政部与中央银行构成主权政府

作为“货币的发行者”,同非政府部门作为“货币的使用者”,被区别开来进行分析(李黎力,2020a)。
中央银行作为“政府的银行”和“国家的银行”,它对于财政部的角色,本质上不同于商业银行对于家

庭或企业的角色。① 财政部的政府支出归根结底是依靠中央银行的货币创造而“自我融资”的,由于

中央银行创造货币的能力是无限的,因而主权政府理论上并不缺钱。货币与财政二者之间的内在相

关,表现在国家层面自然而然就意味着货币主权与财政空间密切相关,享有货币主权国家的政府拥

有非常灵活的政策空间。
(二)国民经济核算与部门收支

上述货币分析产生了政府账户与私人账户的根本性区分,以及随之而来的(现代或主权)货币

循环理论和部门收支分析学说。古老的“家庭隐喻”尽管简单、通俗易懂,但对主权货币政府却具

有误导性、并不适用。像家庭和企业这样的私人部门作为“货币的使用者”,的确面临内在的经济

意义上的预算约束;但主权政府作为“货币的发行者”,具有垄断货币的特殊性,因而它们并不面临

像私人部门那样的预算约束。它们不仅可以发行自己的货币,偿还以该货币计价的债务,而且还

可以改变规则,绕过任何对其预算操作施加的自我约束。预算约束是立法者通过的预算,而非家

庭那样的收入预算。换言之,政府开支并不需要像私人开支那样必须筹钱融资来支付,筹钱支付

的逻辑并不适用于主权货币政府,并不符合经济逻辑。为此,现代货币理论提出了诸如家庭票券、
记分牌分数、仙女教母和垄断性企业等替代“家庭隐喻”的各式隐喻来刻画主权政府的行为逻辑

(Mitchelletal,2019)。
根据式(3)所示,在现代货币理论看来,所谓的“政府预算约束方程”其实并非事前的预算约束,

而是事后的会计核算恒等式。政府开支“融资”总是采取贷记银行准备金的形式,并非“选择”利用税

收、借款(债券)还是货币,它们是事后的结果,与预算是否赤字无关。并没有特殊的“赤字融资”这回

事,政府在开支时便自我“融资”了,赤字只是事后的记录和核算。在此过程中,财政部及财政政策与

中央银行及货币政策之间必然存在着内在紧密的协调和配合。现代货币理论集中阐释了其中两大

典型方面:一方面,为了保障整个支付体系和金融体系的稳定,中央银行势必会适应财政部的开支需

要,不会允许出现财政部支付失败或支票无法兑现的局面,因而作为政府的银行与银行的银行,它并

不具有超然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为了实现利率目标制,财政部势必与中央银行协调配合,通过调控

财政部新债券的发行和央行二级市场债券的买卖(公开市场操作)维持基准利率的稳定。现代货币

理论强调,财政部无法直接从央行获得借款并不意味着它们无法从中间接获得借款,其原因在于央

行可以在市场上购买的债券数量是没有限制的,如果财政部需要为庞大赤字融资,央行便会在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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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创造条件以使借债得以顺利完成,因而事实上通过货币市场间接地为财政部融资。总之,无论

以何种方式,财政部都会从央行获得融资。

G-T≡ΔB+ΔMB (3)

现代货币理论因而跳出“政府预算约束”这个传统框架,在国民经济核算与部门收支平衡这个

本质上货币循环流转的框架下,来理解和讨论政府收支过程、公共债务和财政政策及其影响。通

过考察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财政与货币运作的相关制度和实践(资产负债表会计操作),财政政策

与货币政策被联系在一起,而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则通过部门收支分析而被联系起来。根据这

一框架,政府并非通过征税和发行债券融资来支付开支,而是通过贷记商业银行准备金会计操作

开展政府支出,因而必然意味着货币创造和投放;而征税和发行债券对应着货币回笼和堙灭,故而

并没有为政府带来可用于开支的收入。政府开支于是在逻辑和操作上皆先于征税和发行债券,只
有先开支注入货币,才能征税和借债回收货币。征税旨在创造对货币的需求,通过“税收驱动货

币”机制足以确保货币的普遍接受性。政府借款(发行债券)是一种维持利率目标的操作,央行藉

以买卖债券调节利率。政府收支余额在金融上没有意义,既无法单方面外生决定(取决于经济表

现和非政府部门收支),本身也无好坏之分。一方面,财政盈余并没有为政府带来像企业留存收益

那样的“收入”而增强未来的支出能力,提升未来的支出空间,反而对应着非政府部门赤字和金融

财富的减少,抑制了经济的总需求;另一方面,财政赤字必然对应着货币净创造,不一定导致物价

上涨和通货膨胀(尤其在产能闲置时),但会通过“准备金效应”导致利率下降,结合“利润效应”对
私人部门产生“挤入效应”。赤字累积的公共债务,从本质上类似于货币,对应着非政府部门的金

融财富和安全资产,因主权货币政府永远能够偿付而并不会像私人债务一样产生可偿付性和可持

续性问题,滋生政府违约和破产风险,反而有助于金融和经济稳定。政府的赤字开支和债券并不

依靠未来的征税来融资和偿还,依靠的是“自己的货币”或“公共的货币”来“自我融资”,因而并不

意味着未来更高的税收,不会给子孙后代产生负担,也就不会因潜在的“李嘉图等价效应”而降低

财政支出的刺激效果。
(三)功能货币与功能财政

根据货币分析进路和部门收支平衡研究框架,现代货币理论提出了“功能货币”与“功能财政”的
政策原则和主张。从现代货币运行来看,货币与财政本来就存在着重要的内在联系,货币政策与财

政政策内在地相互协调配合,以共同服务于合意的宏观经济目标。因此,现代货币理论首先正视和

揭示了二者之间实际存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强调一国货币主权对财政空间的重要意义,然后在

此基础之上主张政府应有效而协调利用“公共货币”与“公共财政”,从功能而非健全意义上促进充分

就业、价格稳定和经济增长等理想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一方面,作为具有垄断地位的“货币发行

者”,主权政府应充分利用这种“公共货币”去实现“公共目标”,统筹政府法定货币创造与私人银行货

币创造,发挥“功能货币”的强大作用。另一方面,依托“货币发行者”垄断地位,主权政府在开展“公
共财政”活动时不应以财政收支本身为目标,而应坚持“功能财政”原则,根据财政收支各自的功能和

效果来设计和评估具体的政策方案。
将“功能货币”与“功能财政”有机结合,主权政府并不面临任何预算和财政约束,而是会受到资

源约束的制约,从而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当经济趋于充分就业时,无论是政府开支还是私人开支,无
论是政府法定货币创造还是私人银行货币创造,都会滋生通货膨胀风险。为此,可以采取财政政策、
就业政策和收入政策等多措并举来防范和应对通胀。对于财政政策而言,正确的做法不是从金融上

追求政府开支与税收收入之间的收支平衡和匹配,而是从资源使用影响的实物上追求政府开支增加

所产生的额外资源需求与税收增加所释放的资源需求之间的平衡和匹配(Wray,2021)。对于就业

政策而言,现代货币理论提出了“就业保障”(jobguarantee)或“最后雇佣者”(employeroflastre-
sort,ELR)计划来同时实现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李黎力,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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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比较、评价与启示

由上可见,现代货币理论与正统经济学对货币与财政关系的理解是大相径庭的。下面我们对这

两种理解进行总结性对比和概要性评价,并简要探讨其对当今中国的启示和借鉴。
(一)两种理解的总结和对比

表1较为具体地对比了上述现代货币理论与正统经济学对于货币与财政关系的不同理解。如

表中所示,其中正统理解以“货币主义算术理论”(monetaristarithmetictheory,MAT)(Sargent&
Wallace,1981)和“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fiscaltheoryofpricelevel,FTPL)(Cochrane,2021)
为典型代表,而现代货币理论则以“新货币国定论”(neo-chartalism)(李黎力、贾根良,2012)和“财政

的货币理论”(monetarytheoryofpublicfinance)(Parguez,2002)为典型代表。现代货币理论与正统

经济学对于货币与财政之间关系的理解歧异,源自二者继承了思想史上截然对立的货币和财政研究

传统及其分析进路。正统经济学综合了正统交易货币和稳健财政研究传统,遵循了实物货币与实物

财政相结合的实物分析进路,在“政府预算约束”这个框架下来理解货币与财政之间的联系,分析主

权政府的行为逻辑。与之不同,现代货币理论则综合了非正统债务货币和功能财政研究传统,遵循

了信用货币与货币财政相结合的货币分析进路,从现代货币循环流转出发来理解货币与财政之间的

关系,分析主权政府的行为逻辑。
鉴于二者从迥乎不同的理论框架和分析进路来理解和分析货币与财政的关系问题,现代货币理

论自然而然得出了如表1中所示与正统经济学大相径庭的研究结论。其中,最大的分歧便在于财政

赤字和公共债务方面,主要涉及债务的可偿付性和可持续性、利率效应和潜在的通货膨胀风险。正

统经济学认为,公共债务同样面临可偿付性和可持续性问题,主权政府依然面临违约和破产风险,政
府赤字和债务激增将会抬升利率产生各种“挤出效应”最终降低经济增长率导致债务不可持续,而
“货币融资”或“财政赤字货币化”会导致通货膨胀。而在现代货币理论看来,主权货币政府永远有能

力偿付以其货币计价的公共债务,因而并不会面临债务可偿付性和可持续性问题(只会产生债务质

量问题),政府赤字和债务激增不会抬升利率,反而倾向于带来利率下行压力,其变化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央行的货币政策,货币融资并不必然就会导致通货膨胀,尤其在经济低迷、有效需求不足时

期。在这些方面,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十多年(2008—2021年)的历史经验,大体上支持了现代货币理

论的判断。

表1 现代货币理论与正统经济学关于货币-财政关系理解的简要对比

     思维方式

维度       
正统的理解 现代货币理论的理解

代表性理论
货币主义算术理论

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

新货币国定论

财政的货币理论

分析进路

实物分析

实物/商品货币+实物财政(本质上不相交)
稀缺+资源配置

货币分析

信用货币+货币财政(本质上内在相联)
充裕+资源创造

中央银行与财政部

各司其职(货币与财政政策分立)
泾渭分明(央行独立性)
通过政府预算约束联系在一起

注重央行-商业银行之间关系

货币创造者(央行、商业银行)VS货币非创造者
(财政部与居民)

财政部本质上从央行发行的基础货币池子中

获取收入开支

一国货币主权与财政空间不相关

内在协调(货币与财政政策交织)
分工协作(央行非真正独立)
通过货币循环流转联系在一起

注重央行-财政部之间关系

货币发行者(政府(财政部+央行))VS货币使用者(非政府

部门)
央行本质上为财政部的开支提供间接融资(透支)
一国货币主权与财政空间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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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思维方式

维度       
正统的理解 现代货币理论的理解

主权政府

的行为分

析(实 证

与规范)

基本逻辑

遵从和适用于市场/私人行为逻辑

货币发行者=货币使用者

公共财政=私人财务/理财

公共债务=私人债务

不同且不适用于市场/私人行为逻辑

货币发行者≠货币使用者

公共财政≠私人财务/理财

公共债务≠私人债务

约束条件
政府(跨期)预算约束

预算约束方程

不受预算约束

事后核算恒等式,非事前经济约束

行为过程

通过三种融资方式获得资金支付开支

政府支出通常不创造货币

征税获得收入以用于支出

借款旨在获得收入为支出融资

货币融资(财政赤字货币化)会导致通胀,应
予避免(软约束硬化)

通过贷记会计操作开展政府支出

政府支出创造货币

征税回收货币,未获得“收入”
债券发行旨在为央行调节利率

政府赤字必然对应着货币净创造,不一定导致通胀(尤其在

产能闲置时)

收支余额

金融上有意义(如同私人部门)
财政赤字不好、盈余好

赤字导致利率上升(可贷资金效应)
挤出效应

财政盈余增加了国民储蓄

可自由决定

赤字鹰派、鸽派

金融上无意义(不同于私人部门)
财政收支结果本身无好坏之分

赤字导致利率下降(准备金效应)
挤入效应(乘数作用)
财政盈余减少了非政府部门金融财富

无法单方面自由决定

赤字猫头鹰派

公共债务

本质上等同于私人债务

面临可偿付性和可持续性问题

政府同样面临违约和破产风险

社会代际负担

危及社会稳定和繁荣

降低储蓄,催升利率

本质上等同于货币

面临债务质量问题

主权政府并不面临违约和破产风险

社会净财富和安全资产

有助于金融和经济稳定

提高储蓄,降低利率

行为原则 稳健财政,平衡预算 功能财政,平衡经济

政策举措

自由放任主义政策

货币政策主导、优先

货币对财政施加约束

货币政策应对通胀

政府干预主义政策

财政政策主导、优先

货币和财政服务于宏观经济需要

财政、收入和就业政策应对通胀

政府与市场关系

市场主导

前瞻性市场主体对政府行为的预期、跨期反

馈和约束

关注政府失灵(财政政治学)
政府需要市场的/他人的货币

政府主导

政府部门对市场行为的预期、规制和调控

关注市场失灵

市场需要政府的/公共的货币

(二)两种理解的评价

首先,正统经济学对于货币与财政关系的理解是存在缺陷的,这种理解本质上是消极、被动的,
因而也是狭隘的。第一,正统经济学分析的出发点“政府预算约束”假定存在问题,当通过这座“桥
梁”认识到货币与财政之间存在潜在的联系之后,却因将“货币融资”(财政赤字货币化)视作导致通

货膨胀和危及央行独立性的“魔鬼”而有意“敬而远之”,以至于割裂和忽视了货币与财政之间的纽带

(Bordo,2018)。堵住“货币融资”缺口而被“硬化”约束的“政府(软)预算约束”,于是被等同于私人部

门一般意义的“预算约束”。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尤其是在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之后这几年,
正统经济学内部开始有学者试图打破“货币融资”这一“禁忌”,实证分析该融资方式对于财政政策所

带来的影响(Gali,2019;Aguretal,2022)。第二,由于从这种“阉割掉”货币融资的不完整的“政府预

算约束”出发,正统经济学忽视了货币主权权力对于一国主权政府的重要意义,从而将主权货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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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同于一般性的市场经济主体进行刻画和分析。但事实上,主权货币政府作为市场活动的战略性大

参与者,与作为众多小参与者的其他行为主体是不一样的,正统经济学所使用的动态竞争均衡框架

无法恰当地捕捉和刻画政府的这种特殊角色(Bassetto,2018)。第三,正统经济学未能从货币流通视

角来理解政府的财政行为,而本质上是在一个无货币的物物交换经济中来刻画宏观经济的运行,因
而在一些方面与现代货币的运行不相一致。例如,最典型的例子就在于上述政府赤字和债务的利率

效应。正统经济学往往基于古老的实物可贷资金理论来分析:储蓄是资金或金融的来源,作为一种

稀缺的资源,它通过利率来配置和调节。政府赤字和债务意味着争夺稀缺的储蓄,导致资金需求上

升,因而带来利率上升。而该结论却与政府赤字因对银行体系带来准备金增加而对利率产生下行压

力这一货币分析相悖。
其次,现代货币理论恰恰在上述方面可以弥补和克服正统经济学的缺陷,从而增进我们对货币

与财政关系的理解。第一,现代货币理论构建了一套现代或主权货币体系的理论框架,凸显了货币

主权政府行为逻辑的差异,将货币主权权力与一国财政空间联系了起来,从积极、主动意义上来试图

理解和探讨货币与财政之间的内在密切关联。第二,现代货币理论从中引申出的核心命题大体上是

正确的,即具备货币发行权的主权政府并不面临像私人部门那样的预算约束或财政约束,它其实并

不缺钱。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银行救助行为和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的救助计划的出台,均表

明所谓的预算约束(例如债务上限和赤字红线)是人为施加的外在政治约束,而并非自然而然的内在

经济约束,因而是可以改变乃至取消的。第三,现代货币理论所运用的货币循环流转和部门收支分

析是十分有价值的,它们为理解货币、财政和宏观经济运行提供了一种系统观,而其深入一些国家中

央银行、财政部和商业银行内部运作和实践的制度分析,则打开了现代货币与财政的“黑箱”,有助于

真正理解当今宏观经济的运行。其中,现代货币理论在货币创造层面对政府法定货币创造和私人银

行货币创造的比较和综合,增进了对现代货币运行的分析(Lietal,2020)。
最后,尽管现代货币理论在上述方面有助于弥补正统经济学分析的缺陷,但在一些方面也存在

不足而亟待深入研究。第一,对于主权政府行为的刻画缺乏一个像“家庭隐喻”那样通俗易懂的隐喻

和类比来理解,替代性隐喻的缺失造成人们无法真正把握政府行为的特殊性及其与一般性市场主体

的普遍性。第二,消解“预算约束”这种货币约束,仅仅着眼于“资源约束”这种真实约束,似乎难以划

分和确定政府行为的边界,衡量和评判政府项目的效率。第三,在分析政府部门对非政府部门的影

响和作用时,对市场行为主体的预期和反馈重视不够,从而在分析政府债务质量和通货膨胀等方面

“力有未逮”。① 第四,是应当完全摒弃传统的政府(跨期)预算约束框架,还是应对该框架进行修正

和拓展,将政府预算约束内生化,以将各种相关因素纳入考察政府预算约束的弹性及其财政空间的

大小,是一个值得深入考量的研究路径选择。
(三)未来展望和启示

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尤其是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全球的货币与财政之间的边界逐渐变

得模糊,现代货币理论也开始被作为危机或非常规时期适用的特例,被视作一种“新的”政府开支“货
币融资”方法,其中,中央银行与财政部紧密配合,协调开展危机抑制、防范或刺激经济的工作。不少

正统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开始试图打破“货币融资”的传统禁忌,改变对财政政策的传统看法,认
为依靠货币融资的积极的、协调的财政刺激可以有效地应对危机和疫情,减少公共债务累积所带来

的政策效果有限问题。他们普遍从“r(实际利率)<g(实际经济增长率)”这对核心关系出发,根据当

前债务的可持续性来判定财政政策存在财政空间,并在正统货币政策框架下发现,财政政策刺激还

可通过催升自然利率放松中央银行面临的有效下限利率约束而恢复和提升货币政策空间(Blan-
chard,2022)。而反过来,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尤其是量化宽松)所创造的“铸币税”收入,则同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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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而这些预期和反馈又恰恰取决于市场经济主体对政府行为逻辑的理解。究竟是按照正统经济学的传统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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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放松政府跨期预算约束,提升财政政策空间。然而,他们却并没有接受现代货币理论的逻辑框

架,也没有认可现代货币理论的核心命题,而是依然在上述货币与财政“两分法”的“政府预算约束”
框架下思量政策问题。财政收支余额仍然是政策关注的焦点。公共债务的累积依然被认为会制约

财政政策的空间,为了能够提高未来危机时期政策的灵活度或相机抉择程度,在正常时期应实行更

为紧缩的财政规则。在他们看来,亟待考虑危机后的退出战略,结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二者界限

模糊不清的状态,推进二者关系的正常化,重新建立安全边界。哪怕当前公共债务因低利率而具有

可持续性,这种局面也被视作不正常、不可持续,政府应该趁机减少债务,提升未来政策空间,改进债

务可持续性。相反,模糊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界限会增加不稳定陷阱的风险,威胁央行的独立性,
危及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Borio,2021)。

由上观之,尽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尤其是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以来,现代货币理论已经

对西方宏观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无论是在思想理论层面,还是在政策实践方面,当今主流宏观经

济学都显示出向现代货币理论靠近的趋向;但不可忽视的是,近来学界同样形成了一股回归正统、回
归正常化的潮流。展望未来,现代货币理论将进一步对西方宏观经济学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第

一,虽然在短期内,正统的基于政府(跨期)预算约束的政府行为分析框架难以被取代,但该框架势必

会获得修正和发展,以刻画主权货币政府行为的特殊性,如内生化政府预算约束及其财政空间

(Bossone,2021;Buiter,2021),或从博弈论角度分析其战略性大参与者的角色。第二,货币政策与财

政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会获得更多重视和研究,二者可以相互创造政策空间———财政政策可以为货

币政策创造空间,货币政策也可以为财政政策创造空间。第三,政府赤字和债务上限这些人为的约

束将会被予以重新审视和放松乃至取消,财政政策将会扮演更多的角色。第四,长期来看,将有望进

一步回归和发展凯恩斯揭示和奠定的有别于微观经济学逻辑的宏观经济学逻辑,整合货币分析范式

与实物分析范式。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该如何对待“现代货币理论”这种新兴的宏观经济思想流派呢? 面对当今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需要摒弃成见、打破传统禁忌,正视和重视现代货币

理论所提出的一些重要的真知灼见。第一,现代货币理论将一国货币主权与财政空间联系起来的分

析颇具洞见,所提出的主权货币政府并不面临传统的预算约束观点也可资借鉴。我国应重视货币主

权,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破除赤字和债务上限等人为约束,扩展国内政策空间,促进中央政府事

权与财权相匹配,从根本上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二,现代货币理论所坚持的“功能货币”与
“功能财政”相结合的政策原则具有启发性。我国的中央银行与财政部归根结底是在党的领导之

下共同服务于国家治理和宏观经济治理需要,应从功能和效果出发统筹和协调中央银行和财政部

的政策。一方面,我国的财政政策应摆脱传统“稳健财政”的窠臼,根据宏观经济稳定需要更好地

发挥财政政策的总需求效应和稳定职能。另一方面,从“功能货币”角度着眼,统筹中国人民银行

的货币创造与财政部的货币创造(财政创造),更好地利用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第三,现代货

币理论所区分和综合的政府债务和法定货币创造与私人债务和银行货币创造的剖析富有启发性。
我国需要正视和统筹政府债务与私人债务治理、财政创造货币与银行创造货币之间的关系,从而

统筹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之间的关系。总之,现代货币理论对于我们统筹政府与市场、货币与财

政以及中央与地方具有重大启示和借鉴意义,为我们深入研究国家治理和宏观经济治理问题提供

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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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onetaryandFiscalNexus:ComparativeAnalysisofModern
MoneyTheoryandOrthodoxEconomics

LILili
(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China)

  Abstract:Themajorshiftinglobalmonetaryandfiscalnexusandthearrivalofthe“ThreeLowEra”sincethe
2008GlobalFinancialCrisis,haveledtothewidespreadquestioningandcriticismoftodaysmainstreameconomics,

andgivenrisetothewidespreadpopularityanddiscussionof“modernmonetarytheory”(MMT).Thepopularityof
MMTstemsfromavastlydifferentunderstandingoftherelationshipbetweenmoneyandfinancefromtodaysmain-
streamandorthodoxeconomics.Orthodoxeconomicscombinestheorthodoxresearchtraditionsofbarter-basedmoney
andsoundfinance,andfollowsarealanalysisapproachthatintegratephysicalmoneyandphysicalfinance.Itexamines
therelationshipbetweenmoneyandpublicfinanceandanalyzesthebehaviorallogicofsovereigngovernmentswithin
thetheoreticalframeworkof“governmentbudgetconstraints”.Incontrast,MMTcombinestheunorthodoxresearch
traditionsofdebt-basedmoneyandfunctionalfinance,andfollowsamonetaryanalysisapproachthatcombinescredit
moneyandmonetaryfinance.Itexaminestherelationshipbetweenmoneyandpublicfinance,andanalyzesthebehav-
iorallogicofsovereigngovernmentsfromtheperspectiveofmoderncirculationofmoney.Theunderstandingofthere-
lationshipbetweenmoneyandpublicfinanceinorthodoxeconomicsisessentiallynegative,passiveandnarrow,andis
thereforeflawed.MMT,thoughequallydeficient,cantosomeextentcompensateforandovercometheshortcomings
oforthodoxeconomics,therebyenhancingourunderstandingoftherelationshipbetweenmoneyandpublic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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