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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复杂的体系。就广义而言：构成要素包括国际金融机构

、国际金融市场、国际间的货币安排等，几乎囊括整个国际

金融领域；就狭义而言，主要是指国际问的货币安排，或者

说是国际货币体系。 （一）外汇和汇率 1.外汇 外汇是以外国

货币表示的用于国际间结算的支付手段，包括外国钞票和以

外币表示的信用工具及有价证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外汇

所下的定义是：“外汇是货币当局（中央银行、政府货币机

构、外汇平准基金和财政部）以银行存款、财政部国库券、

长短期政府证券等形式保有的、在国际收支逆差时可以使用

的债权。”这里说明了外汇必须是以外币表示的债权，这些

债权必须是可以直接（如银行存款）、或通过出售（如证券

）而弥补国际收支逆差。 我国的《外汇管理条例》对外汇的

外延定义做了具体解释，即外汇应该包括：①外国货币，包

括钞票、铸币等；②外国有价证券，包括外国政府公债、国

库券、公司债券、股票、息票等；③外币支付凭证，包括外

币面值的各种票据、银行存款凭证、邮政储蓄凭证；④其他

外汇资金。 国际上一般把外汇分为自由外汇和非自由外汇。

自由外汇是指那些能够不受限制地兑换成其他货币的外汇，

它在国际交往中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而被广泛使用；非自由

外汇又称记账外汇或协议外汇，它是指那些必须经过一国外

汇管理当局批准才能转换为他国货币的外汇，一般仅根据双

边协定在两国间使用。 2.汇率 汇率是指不同国家货币之间的



兑换比率，又称汇价。汇率的标价方法一般有两种：一是直

接标价法：以一定单位的外国货币为标准，折合为一定数额

的本国货币，又称为“应付标价法”，如$100＝￥830；二是

间接标价法：以一定单位的本国货币为标准，折合为一定数

额的外国货币，又称为“应收标价法”，如￥100＝$12。汇

率的种类很多，有各种不同的划分方法，大致为： （1）按

管理体制划分，有官方汇率和市场汇率。官方汇率是严格的

外汇管制下的汇率制度，指由货币当局制定和公布的汇率，

并规定一切外汇交易都必须以此汇率为准；市场汇率是指由

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货币当局不直接干预的汇率。 

（2）按汇率制度划分，有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固定汇率是

指一国货币与他国货币的汇率保持基本固定，汇率的波动也

被限制在一定幅度之内；浮动汇率指一国货币当局不规定官

方汇率，汇率的波动由外汇市场供求关系决定。 （3）按在

国际收支中的对应交易划分，有贸易汇率和金融汇率。贸易

汇率是指用于进出口贸易外汇收支结算的汇率，金融汇率是

指用于非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外汇收支结算的汇率。就本币而

言，一般贸易汇率要低于金融汇率。这种划分常称为“双重

汇率”，目的在于在鼓励出口的同时，避免非贸易外汇收入

的损失。因其属于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受到国际社会

的普遍反对。 （4）按银行买卖外汇的角度划分，有买入价

、卖出价和中间价。银行买入外汇用买入价，卖出外汇用卖

出价，买入价与卖出价的平均值为中间价，是对外公布的汇

率。买卖之间的差价通常为1‰～5‰，为银行买卖外汇的收

益。在直接标价法下，卖出价高于买入价；在间接标价法下

，则是买入价高于卖出价。 （5）按外汇交易的交割期限划



分，有即期汇率和远期汇率。即期汇率又称现汇汇率，指外

汇买卖双方在成交的当天或第二个营业日进行交割的汇率远

期汇率是适用于远期外汇交易的汇率。远期汇率用远期升水

、贴水和平价表示：升水表示远期汇率比即期汇率贵，贴水

表示远期汇率比即期汇率便宜，平价表示二者相等。 （二）

汇率决定 1.汇率决定理论 自从有了国际贸易与国际经济往来

，就有了外汇和汇率。最初，汇率的形成是自然而然的，但

随着经济交往的增多，社会经济结构的日益复杂，汇率也变

得更难以把握。金本位制度消失以后，各国货币都成了本身

不具有内在价值的信用货币，更难找出两种货币间兑换关系

的内在规律性。因此，对汇率的决定，出现了多种理论，试

图解答这个问题。在这里，我们主要介绍几种有代表性的理

论。 （1）铸币平价理论。在金本位制下，各国货币都规定

有含金量，因此，汇率由两种货币含金量大小来决定。若我

们以F表示汇率，GA表示A国货币单位的含金量，GB表示B国

货币单位的含金量，则。而在外汇市场上，汇率是随时在波

动的，这种波动是由于外汇的供求关系造成的。进口需求增

大，对外商品劳务支出增多，对外汇的需求就增多，如果外

汇供给小于需求，就会使汇率上升；相反，若外汇供大于求

，则会使汇率下降。但是，在金本位制下，汇率的上下波动

，只能在一定幅度内，不可能偏离铸币平价太远。这是因为

在金本位制下，黄金本身就是货币商品，它直接可用来清偿

国际间的债权债务，也就是说黄金可以自由从一国输往另一

国。所以，当汇率偏离铸币平价太远时，两国间的交易就可

能不以货币来支付，而直接用黄金支付。在这种情况下，所

谓的“黄金输出入点”就是汇率偏离铸币平价的最高点。外



汇汇率就在这两点之间波动。如果超过（低于）输出入点，

就会引起黄金在国际间的流动。这就是金本位制下汇率比较

平稳的主要原因。 （2）国际借贷理论。这是英国银行家提

出的。这种理论基于金本位制，用古典经济学派的供求关系

解释物价水：平的方法来解释汇率的决定。戈申认为，国际

间经济往来产生了债权债务，这种债权债务就形成了所谓国

际借贷。在一定时期内，一国国际收支中收入大于支出，即

债权大于债务，就形成国际借贷出超；若支出大于收入，即

为入超。但是，国际借贷中的不同部分，对汇率的影响是不

同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形成，但还未进入支付阶段，这一

部分称作固定借贷。由于它并不形成对外汇的现实的供求压

力，因而对汇率不产生影响。进入支付阶段的债权债务，则

是流动借贷。只有这部分借贷才形成对汇率的压力。当流动

借贷相等，则外汇的供需也相等，因而汇率不变。当流动债

权大于负债时，外汇供给量大于需求量，外汇汇率下跌；而

流动债权小于流动负债时，则外汇需求量大于供给量，外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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