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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和外债管理两个方面的内容。在外汇管理方面，需要掌握

外汇管理的类型和我国外汇管理的类型，掌握汇率管理，其

中重点注意复汇率的一些问题，同时掌握货币兑换方面的内

容，尤其是货币可兑换的类型及其之间的关系和区别，IMF

对经常项目可兑换所作出的标准，以及经常项目可兑换与外

汇管理之间的关系。在外债管理方面，需要掌握外债和外债

管理的概念和内容，并重点掌握三个外债总量指标的计算方

法和国际上通行的警戒线。（一）外汇管理1.外汇管理的概

念广义上的外汇管理指的是政府授权货币金融当局或其它机

构，对外汇的收支、买卖、借贷、转移以及国际间结算、外

汇汇率和外汇市场等实行的控制和管制行为，狭义上是指对

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的兑换实行一定的限制。根据管理的严

格程度，可以将各国大体划分为三类：实行全面、严格外汇

管理的国家、实行部分外汇管理的国家、基本上取消外汇管

理的国家。一般而然，经济负债水平越低，外汇管理越严。

例题：单选外汇管理源于（ ）A.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B. 两次

世界大战期间C.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D.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答案：A解析：在历史上，外汇管理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期间。2.外汇管理的内容外汇管理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外

汇收入的管理、外汇运用的管理和汇率管理。其中着重把握

汇率管理，汇率管理就是对外汇的价格实行管制，形成事实

上的各种各样的复汇率制。复汇率制是一国货币同时存在两



种或两种以上的汇率。国际货币基金规定，如果一国货币现

汇买入、卖出汇率的差价和各种汇率之间的价差超过2％，或

者本国挂牌汇率与国际市场不一致，差额超过1％并存在时间

超过1周，则属于复汇率。形成这种汇率制度的主要途径有：

（1） 法定的复汇率制，即政府同时规定两种或两种以上的

官方汇率。（2） 双轨制汇率，即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并存

的状况。例题：单选我国外汇管理属于（ ）的国家A. 实行全

面、严格管理的国家B. 实行部分外汇管理C. 基本上取消外汇

管理D. 完全取消外汇管理答案：B解析：目前，我们国家实

行的是部分外汇管理制度，这是由我国发展水平所决定的。

在法定的复汇率制中，与金融汇率相比，本币在贸易汇率中

相对低估，其目的是( )。 A鼓励资本流人 B．抑制资本流入 C

刺激出出口抑制进口 D．刺激进口抑制出口答案：C（二）货

币可兑换1.货币可兑换的概念与类型是相对外汇管制而然的

，指居民不受官方的限制，按照市场汇率自由将本国货币与

外国货币相兑换，用于对外支付或作为资产来持有，包括货

币完全可兑换和部分可兑换。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将

货币可兑换进行分类。（1）依可兑换的范围可以分为对内可

兑换和对外可兑换：对内可兑换是指居民可以在国内自由持

有外币资产，并自由地在国内把本国货币兑换成外国货币。

对外兑换是指居民可以在境外自由持有外汇资产和自由对外

支付，但并不一定意味着居民可以在境内自由持有外汇资产

和兑换外汇。（2）根据货币可兑换的程度，可以分为完全可

兑换和部分可兑换。2.经常项目可兑换的标准和内容根据国

际货币基金协定，成员国如接受第八条款规定的义务，则该

国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第八条款成员国，其货币将被视为可兑



换货币，第八条款主要有三项内容。（1）不得对经常性国际

交易的付款和紫金转移施加限制。（2）不得实施歧视性货币

措施和复汇率政策。（3）成员国对其他国家所持有的本国货

币，如对方提出申请并说明这部分货币结存系经常性交易中

获得的，则应予购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30条对经常

性交易规定：（1）所有同外贸和其他经常性业务（其中包括

服务）以及正常的银行短期信贷业务相关的支付；（2）应付

贷款利息和其他投资净收益的支付；（3）数额不大的偿还贷

款本金的或摊提直接投资折旧的支付；（4）数额不大的家庭

生活费用汇款。例题：多选根据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三十条

，下列各项中属于经常性交易的是（ ）。A. 直接投资本金的

撤回 B.应付贷款利息的支付 C.摊提直接投资折旧的支付 D.移

民的固定财产变卖转移 E.数额不大的家庭生活费用汇款答案

：BCE3.经常项目可兑换与外汇管理成为IMF第八条款成员国

，并不是说明不能对经常项目进行外汇管理，只要这些管理

措施不违反第八条款规定的义务，就不构成经常项目可兑换

的限制，不属于对经常项目可兑换进行限制的有5中情况。

（1）源于其他原因或目的而出现的间接外汇支付限制；（2

）政府规定以某种特定形式和渠道支付或转移外汇；（3）为

实现监测目的而制定的验证和登记手续；（4）非政府行为引

起的支付阻碍或拖延；（5）实行外汇留成制、外汇收入部分

上缴制、外汇收付结售汇制和规定进口商以特定货币支付货

款。（三）外债管理1.外债与外债管理的概念（1）外债是指

在任何特定时间内，一国居民对非居民承担的具有契约性偿

还责任的债务，包括本金的偿还和利息的支付。根据我国外

汇管理局的定义，我国外债包括：l 国际金融组织贷款l 外国



政府贷款l 外国银行和金融机构贷款l 买方信贷l 外国企业贷款l

发行外币债券l 国际金融租赁l 延期付款l 补偿贸易中直接以现

汇偿还的债务l 其他形式的对外债务（2）外债管理是指一国

政府对外债及其运行加以控制和监督。2.外债管理的内容外

债管理主要包括外债总量管理、外债结构管理和外债营运管

理三方面的内容。（1）外债总量管理其核心是外债总量适度

，不超过债务国的吸收能力。外债的吸收能力取决于债务国

的负债能力和偿还能力两个方面。目前世界各国用来监测外

债总量是否适度的指标主要有负债率、债务率和偿债率三个

。 国际通行的标准是20％的负债率、100％的债务率和25％的

偿债率是债务国控制外债规模的警戒线。例题：单选用来衡

量外债总量是否适度的偿债率指标是( )。A.（当年未清偿外

债余额/当年国民生产总值）#8226.100%C．（当年外债还本

付息总额/当年货物服务出口总额）#8226.100%答案：C.用来

衡量外债总量是否适度的债务率指标是（ ）。A. B. C. D. 答

案：C（2）外债结构管理外债结构管理的核心是优化外债结

构，具体包括外债种类结构的优化、外债期限结构的优化、

外债利率结构的优化、外债币种结构的优化、外债国别的优

化和外债投向结构的优化。（3）外债营运的管理是对外债管

理整个过程进行管理，包括外债借入管理、外债使用管理和

外债偿还管理。例题：单项选择题下列不属于外债范畴的是

（ ）A. 国际金融机构贷款B. 我国商业贷款C. 发行国际债券D.

外国直接投资答案：D解析：外国直接投资不纳入外债的范

围。（四）我国的外汇和外债管理1.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

与外汇管理主要了解1994年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主要的

成就：（1）实现人民币官方汇率和市场汇率并轨，建立以市



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2）实行银行

结售汇制，取消外汇留成和上缴制度，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

有条件可兑换（1996年底）；（3）建立银行间外汇市场，改

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2.我国的外债管理（1）改革开放以

前，我国基本不借外债，也不接受外国投资，改革开放以后

才积极利用外资和举借外债，但是偿债率、负债率和债务率

等指标都在国际公认警戒线以内。我国外债存在的主要问题

：外债结构不合理；来源过分集中于少数几个发达国家；外

债投向不尽合理（2）了解我国外债管理的部门分工l 国家发

展与改革委员会负责编制利用国外贷款的计划；l 国家外汇管

理局负责：中资企业借用中长期国际商业贷款融资条件的审

批；短期国际商业贷款余额指标的核定；外商投资企业发债

、项目融资借款条件的审批；外债的登记、监测、开户以及

还本付息、相关结售汇的核准；对外担保的登记和审批等等

；l 财政部负责主权债务的对外签约和债务资金的使用管理。

例题：单项选择题某国2001年的有关经济指标如下：出

口1600亿美元，进口1300亿美元，未清偿外债余额为460亿美

元，其中，短期外债占15％，国民生产总值为3820亿美元。

该国的负债率为（ ）。A.12.0％B.15.3%C.28.8%D.35.4%答案

：A分析：掌握各种外债管理的指标计算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