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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6/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6037.htm （一九九三年十月一

日 国发〔１９９３〕８９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为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建立，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推动我国国民经济持续

、快速、健康的发展，对现行外汇管理体制必须有步骤地进

行改革。 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长期目标是实现人民币可

兑换，要达到这一目标，必须依据国情和国力循序渐进。现

阶段先实现经常项目（主要包括贸易和非贸易项下的经营性

支付）下人民币可竞争。国务院决定从１９９４年１月１日

起，进一步改革我国的外汇管理体制。 一、现阶段外汇管理

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 实现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

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实行银行结汇和售汇制

，取消外汇留成和上缴；建立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改进汇

率形成机制；禁止外币在境内计价、结算和流通；改革和完

善收、付汇核销管理；实现经常项目下人民币可兑换；取消

外汇收支指令性计划，国家主要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实现对

外汇和国际收支的宏观调控。 为保证上述体制改革的顺利进

行，应采取一些过渡性措施，先实行经常项目下人民币有条

件可兑换。 二、实行外汇收入结汇制，取消外汇分成 境内所

有企事业单位、机关和社会团体和各类外汇收入必须及时调

回境内。属于下列范围内的外汇收入，均须按银行挂牌汇率

，全部结售给外汇指定银行： １．出口或转口货物及其他交

易行为取得的外汇； ２．交通运输、邮电、旅游、保险等业



提供服务和政府机构往来取得的外汇； ３．按规定，银行经

营外汇业务应上缴的外汇净收入，以及境外劳务承包和境外

投资应调回境内的外汇利润； ４．外汇管理部门规定的其他

应结售的外汇。 下列范围内的外汇收入，允许在指定银行开

立现汇帐户： １．境外法人或自然人作为投资汇入的外汇； 

２．境外借款和发行债券、股票取得的外汇； ３．劳务承包

公司境外工程合同期内调入境内的工程往来款项； ４．经批

准具有特定用途的捐赠收汇； ５．外国驻华使领馆、国际组

织及其他境外法人驻华机构的外汇收入； ６．个人所有的外

汇。 上述范围内用于支付境内费用的部分，均应向外汇指定

银行兑换人民币办理支付。 取消现行的各类外汇留成、上缴

和额度管理制度。对现有留成外汇额度余额和前述允许开立

现汇帐户范围以外的现汇存款，按以下原则处理： 留成外汇

额度余额允许按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３１日国家外汇牌价继续

使用。对汇率并轨前已办理结汇，尚未分配登记入帐的留成

外汇额度，应在一九九四年一月三十一日之前办完入帐，并

按上述原则使用。 前述允许开立现汇帐户范围以外的现汇存

款，实行结汇制后，可继续保留原有现汇帐户，但只许支用

，不许存入，用完为止。帐户内余额允许用于经常项目支付

、偿还外汇债务或向银行结售。 三、实行银行售汇制，实现

经常项目下人民币有条件可兑换 在实行结汇制的基础上，取

消经常项目正常对外支付用汇的计划审批。境内企事业单位

、机关和社会团体在此项下的对外支付用汇，持如下有效凭

证，用人民币到外汇指定银行办理兑付： １．实行配额、许

可证或进口控制的货物进口，持有关部门颁发的配额、许可

证或进口证明以及相应的进口合同； ２．实行自动登记制的



货物进口，持登记证明和相应的进口合同； ３．除上述两项

以外，其他符合国家进口管理规定的货物进口，持进口合同

和境外金融机构的支付通知书； ４．非贸易项下的经营性支

付，持支付协议或合同和境外金融、非金融机构的支付通知

书。 非经营性支付购汇或购提现钞，按财务和外汇管理有关

规定办理。对向境外投资、贷款、捐赠的汇出，继续实行审

批制度。 大额及特殊币种的对外支付，用汇单位应在汇出日

之前向外汇指定银行申报，以便银行能按时调配所需资金。 

作为一项过渡措施，改革初期对出口企业按结汇额的５０％

在外汇指定银行设立台帐。出口企业为扩大出口所需用汇（

包括进料加工、包装物料、出口基地、索理赔、运保费、售

后服务及贸易从属费等），持上述有效凭证，由银行在其台

帐余额内办理兑付；超过台帐余额的部分，仍可按照国家规

定的办法，持有效凭证到外汇指定银行办理兑付。 四、建立

银行间外汇市场，改进汇率形成机制，保持合理及相对稳定

的人民币汇率 实行银行结汇、售汇制后，建立全国统一的银

行间外汇交易市场。外汇指定银行是外汇交易市场的主体。

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由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国家外汇管理局

监督管理，主要职能是为各外汇指定银行相互调剂余缺，提

供平仓、补仓及清算服务。 并轨后的人民币汇率，实行以市

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制。由中国人民银

行前一日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形成的价格，每日公布人民币

对美元交易的中间价，并参照国际外汇市场变化，同时公布

人民币对其他主要货币的汇率；各外汇指定银行以此为依据

，结合供求变化，在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浮动幅度范围内自

行挂牌，对客户买卖外汇。在稳定境内通货的前提下，通过



银行间外汇买卖和中国人民银行向外汇交易市场吞吐外汇，

保持各银行挂牌汇率的基本一致和相对稳定。在市场出现不

公正交易行为时，中国人民银行要通过限制汇率浮动幅度或

其他措施进行干预。 五、外汇指定银行要依法经营并强化服

务职能 实行新体制后，外汇指定银行办理结汇所需人民币资

金，原则上应由各银行用自有资金解决。新体制运转初期，

对个别外汇结算业务量大而自有人民币资金有一定困难的银

行，中国人民银行可提供一定数额的人民币再贷款，但这些

银行应逐步用自有人民币资金顶替。 国家对外汇指定银行的

结算周转外汇余额实行比例幅度管理。各银行结算周转外汇

的比例幅度，由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其资产和外汇结算工作量

核定。各银行持有的结算周转外汇超过其高限比例的部分，

必须结售给其他外汇指定银行或中国人民银行；持有结算周

转外汇降到其低限比例以下时，应及时从其他外汇指定银行

或中国人民银行购入补足。 为使有远期支付合同或偿债协议

的用汇单位避免汇率风险，外汇指定银行可依据有效凭证为

其办理人民币与外币的远期买卖及其他保值业务。 各外汇指

定银行要保持合理的资产负债结构，按规定办理结汇、售汇

和开户、存贷等业务，努力提高服务质量，降低服务费用，

依法经营，公平竞争。 六、严格外债管理，建立偿债基金，

确保国家对外信誉 对境外资金的借用和偿还，国家继续实行

计划管理、金融条件审批和外债登记制度。为境外法人（含

中资控股的机构和企业）借款出具担保，必须严格按照国家

外汇管理局《境内机构对外提供外汇担保管理办法》办理。 

为确保国家的对外信誉，必须加强外债偿还的管理，继续实

行“谁借谁还”的原则。债务人应加强对借用外债项目的管



理，提高项目的经济效益和创汇能力。国家鼓励和支持各地

区、有关部门和外债较多的企业按债务余额的一定比例建立

偿债基金，在外汇指定银行开立现汇帐户存储，国家批准的

专项还贷出口收汇，可以直接进入该帐户。专户资金只能用

于对外支付本息，不得转移或用于其他支付。 债务人还本付

息应从其偿债基金专户中支付；如发生困难，经外汇管理部

门审查批准，可根据贷款协议，凭外债登记证和还本付息核

准凭证，用人民币到外汇指定银行办理兑付。债务人要求在

贷款协议规定到期日之前提前对外偿付的，须按规定经外汇

管理部门批准。 未办理登记手续的外债和境内机构违反规定

为境外法人借债提供担保引起的支付责任，各银行不得擅自

为其办理对外支付。 已发放的境内金融机构自营外汇贷款，

债务人可用创汇收入直接偿还，也可按贷款协议规定，用人

民币向外汇指定银行购汇偿还。实行新体制后，境内金融机

构借入境外贷款和吸入人币存款的贷放，仍采取贷外汇还外

汇的方式，还款外汇按上述办法解决。 七、外商投资企业外

汇管理体制的过渡 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管理仍先维持现行办

法。在国家规定允许范围内的对外支付和偿还境内金融机构

外汇贷款本息，可从其现汇帐户余额中直接办理；超出现汇

帐户余额的生产、经营、还本付息和红利汇出用汇，由国家

外汇管理部门根据国家授权部门批准的文件及合同审核批准

，通知外汇指定银行兑付。 八、取消境内外币计价结算，禁

止外币在境内流通 自实行新体制之日起，取消任何形式的境

内外币计价结算；禁止外币流通和指定金融机构以外的外汇

买卖；停发外汇券，已发行流通的，由发行银行逐步兑回。

经批准开设的境内外币商店和侨汇商店，限期转变经营，过



渡办法另行拟订。 九、加强国际收支的宏观管理 国家计委负

责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经贸委、财政部、外经贸部、国

家外汇管理局等有关部门，加强对外汇收支和国际收支平衡

情况及变化趋势的定期预测、分析，及时提出改进宏观调控

的措施建议，逐步完善我国国际收支的宏观调控体系。中国

人民银行及国家外汇管理局应建立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制度，

加强对收、付汇和借还外债的核销、统计、监督和管理，堵

塞漏洞，减少、杜绝外汇流失。各有关部门应密切配合，及

时协调、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确保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

顺利实施。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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