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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8E_87_E6_94_B9_E9_c27_32058.htm 北大吴志攀教授断言：“

全世界有13亿人使用人民币，但研究人民币的人大概最多不

会超过10万，在法律界研究人民币的人也许不超过1000个，

在法学院教师中研究人民币的人不会超过100人。”在人民币

升值前后，经济学家们讨论积极，而法律界在研究什么呢？ 

吉尔伯特诉贝瑞特案：币值微调依名义价值 从公法的层面看

，理论上通常认为主权国家能自由地定义其货币，决定货币

的升值与贬值、是否实施外汇管制等措施。一般情况下，国

际法没有禁止国内立法者处理这些事务的自由决定权，也没

有将国家采取或实施这些措施作为国际违法行为对待，而是

如同它给予国家自由地决定征收何种税以及以何种税率征收

一样。 从私法的层面看，在货币升值的情况下，债务人是否

可以要求少付一笔钱？而在货币贬值的情况下，债务人是否

应向债权人多付一笔钱，以补偿货币贬值的损失？ 许多国家

都采取名义价值原则，即当债务用某一特定国家的货币表示

后，债务人的义务仅为按货币国法律使用当时的合法货币的

名义价值支付该债务，不论在此期间此货币可能相对于黄金

、其他国家货币有怎样的波动。在英国这要追溯到1604年吉

尔伯特诉贝瑞特一案所确立的原则。这种名义价值原则使贷

款人承担贬值的风险，而债务人承担升值的风险，双方都无

权抱怨因此遭受的损失。 在我国人民币升幅不大的情况下，

除非当事人合同有明确约定，是否多付或少付人民币的问题

应由合同的准据法来决定，一般说采用名义价值原则的可能



性很大，因为这里并没有出现货币的疯狂升值或贬值。

在1923年，德国马克贬值到只有原来价值的十亿分之一，德

国最高法院推翻了所谓“马克等于马克”的原则，而瑞士也

认为当货币已经崩溃的情况下，应对债务进行重估。 杜考斯

塔诉柯尔案：护犊的英美法官 在国际实践中，由于国家在行

使其货币主权时会对拥有本国货币的外国人的财产利益造成

一定的影响，而使得国家货币主权原则也常常遭受到异议。

在1688年的杜考斯塔诉柯尔案中，买卖双方因同年8月14日葡

萄牙政府宣布其货币贬值20％，而为同年8月6日开出的一

张30天内在葡萄牙付款的英镑汇票应按签发时的汇率还是付

款时的汇率计算发生争议。原告到英国寻求诉讼保护，英国

霍尔特法官的判决是，不承认葡萄牙政府货币贬值政策，应

按原来的价值支付价款，因为“外国法令不能变更英格兰臣

民的财产”。同样的观点见于美国国务卿约翰马歇尔（后为

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在1800年的评论。美国政府抗议西

班牙货币的贬值，认为“以其债务的票面价值之和的一半清

偿债务和其票面价值只值其真实价值的一半没有区别”。 由

此看来，尽管依照国家货币主权原则，国家可以独立自主地

确定和调整本国货币与他国货币的关系，但当外国国民因一

国货币贬值而造成其经济损失，要求赔偿而提起法律诉讼时

，英美法院在早先曾不承认别国的法定贬值的效力，霍尔特

法官“外国法令不能变更英格兰臣民的财产”的判决堪称“

护犊情深”。 美国铁路公司股票案等：国际礼让与损失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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