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nglish | 加入收藏夹 | 网站地图 | 帮助 | 登录 

●    首页      

●    关于我们     

❍ 学院简介 

❍ 院长致词 

●    学术机构     

❍ 学术顾问委员会 

❍ 计量经济学研究中心 

❍ 金融研究中心 

❍ 中国劳动经济学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 

❍ 现代统计学研究中心 

❍ 中国宏观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 

❍ 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 

❍ SAS计量经济学合作中心 

●    行政机构     

❍ 院长办公室 

❍ 高性能计算与数据中心 

❍ 图书资料室 

❍ 高级培训与咨询中心 

●    学院人员     

❍ 学术顾问 

❍ 研究人员 

❍ 行政人员 

❍ 高性能数据中心人员 

❍ 博士后人员 

●    人才培养     

❍ 专业介绍

■ 劳动经济学 

■ 统计学 

■ 西方经济学 

■ 金融学 

■ 数量经济学 

❍ 课程介绍 

❍ 博士后流动站 

❍ 博士研究生

■ 06级博士生 

■ 07级博士生 

■ 08级博士生 

■ 09级博士生 

■ 10级博士生 

❍ 硕士研究生

■ 05级硕士生 

■ 06级硕士生 

■ 07级硕士生 

■ 08级硕士生 

■ 09级硕士生 

■ 10级硕士生 

❍ 本科双学位 

❍ 留学生

■ 08级留学生 

●    学生就业     

❍ 2008届毕业生 

❍ 2009届毕业生 

❍ 2010届毕业生 

●    学术研究     

❍ 工作论文 

❍ 发表论文 

❍ 研究项目 

●    讲座系列     

❍ 本学期讲座日程表 

❍ IZA劳动经济学讲座

■ 本学期 

■ 2009秋季 

■ 2009春季 

■ 2008秋季 

首页 - 资源库 

Aggregate and Household Demand for Money: 

Evidence from Public Opinion Survey on Household 

Financial Assets and Liabilities

作者：Hiroshi Fujiki, Cheng Hsiao   编号：WISEWP0807   被阅览：5006次 

Abstract:We use data from Public Opinion Surveys on Household Financial Assets and 

Liabilities from 1991 to 2002 to investigate the issues of unobserved heterogeneity 

among cross-sectional units and stability of Japanese aggregate money demand 

function. Conditions that permit individual data and aggregate data to be modeled under 

one consistent format are given. Alternative definitions of money are explored through 

year-by-year cross-sectional estimates of Fujiki-Mulligan (1996) household money 

demand model. We find that using M3 appears to be broadly consistent with time series 

estimates using the aggregates constructed from the micro data. The results appear to 

support the existence of a stable money demand function for Japan. The estimated 

income elasticity for M3 is about 0.68 and five year bond interest rate elasticity is about -

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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