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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核心是汇率决定理论。要求掌握购买力平价和利率平

价的基本内容和基本原理，并掌握汇率制度及其类型。在学

习购买力平价理论时，需要注意绝对购买力平价和相对购买

力平价之间的关系，通过理解来掌握它们二者之间的区别，

并且要能够计算出基本的购买力平价。在学习利率平价时，

不需要掌握它的推导过程，但是要能理解其基本原理，掌握

其基本结论，并能灵活运用有关公式。掌握各种影响汇率的

因素及传导机制，要能够根据所学的知识，分析相关因素变

化所导致的汇率变动方向。在对汇率决定理论有了较好的了

解后，考生需要．掌握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一些汇率制度，

并对当前的汇率制度状况有所了 解。 （一）汇率决定理论 汇

率决定理论研究的对象是汇率的决定基础，主要有两种理论

：购买力平价学说和利率平价学说。 （1）购买力评价学说 

购买力平价是指两国货币的购买力之比，货币的购买力与一

般物价水平呈反比，是一般物价水平的倒数。购买力平价学

说试图确定长期均衡汇率，以预测汇率的长期趋势。这个学

说认为人们对外国货币的需求源于对该国商品的需求，拥有

外国货币就可以在其发行国购买商品，所以两国货币的购买

力之比是决定汇率的最基本依据，其变动也是由两国货币购

买力之比变化引起的。 购买力平价分为绝对购买力平价和相

对购买力平价。 绝对购买力平价：某一时点上汇率等于两国

一般物价水平之比。用e表示直接标价法下的汇率，Pd和Pf分



别表示本国和外国一般物价的绝对水平，则绝对购买力平价

公式为： 相对购买力平价：两个时点的汇率之比等于两国一

般物价指数之比。用e0和et分别表示基期汇率和报告期汇率

，PId和PIf分别表示报告期本国和外国的一般物价指数，则相

对购买力平价公式为： 用π表示报告期的物价变动幅度，则

上式变为： 进一步简化得： 上式表明，某一时期汇率升贬值

率等于该时期的相对物价水平变动。 两者的关系是：绝对购

买力平价成立，那么相对购买力平价一定成立；相对购买力

平价成立，绝对购买力平价不一定成立。 购买力平价学说无

法很好地解释汇率短期的剧烈变动，但是目前最重要的汇率

决定理论之一。 例题：单项选择题 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通

货膨胀高的国家货币汇率（ ）。 A. 升水 B. 贬值 C. 升值 D. 贴

水 答案：B 解析：通货膨胀使得该国货币购买力下降，所以

贬值。 下列关于绝对购买力平价值和相对购买力平价关系的

说法中，正确的是（）。 A.相对购买力平价成立，绝对购买

力平价一定成立 B.绝对购买力平价成立，相对购买力平价一

定成立 C.绝对购买力平价成立，相对购买力平价不一定成立

D.相对购买力平价成立，绝对购买力平价一定不成立 答案

：B （2）利率平价学说 它从国际资本流动角度探讨汇率，考

察利率对汇率的影响，尤其是短期汇率的变动，认为利率的

作用至关重要。教材介绍关于远期汇率决定的抛补利率平价

。 投资者可以在本国投资，也可以在外国投资，这取决于国

内外的投资收益率，如果收益率存在差异则存在获得无风险

收益的套利机会，资本就会从低收益率国家流向高收益率国

家，直至两国收益率相等采达到均衡，这时候的汇率就是均

衡汇率。 利率平价学说说明了远期汇率、即期汇率和利率三



者之间的关系，把汇率借贷因素扩张到货币金融领域，反映

了国际资本流动在国际金融领域内起着日益重要作用的必然

趋势。 上式表明，远期汇率由即期汇率和国内外利差决定，

高利率货币远期贴水（相应地外汇升水），低利率货币远期

升水（相应地外汇贴水），年升贴水率等于两国利差。 （二

）影响汇率变动的主要因素 1.国际收支 2.相对通货膨胀率 3.

相对利率（影响汇率的传导机制） 提高利率吸引外资流入，

同时也意味着信用紧缩，都有助于该国货币升值。 4.总需求

与总供给 5.政府的政策 6.市场预期 实际情况比这些分析要复

杂得多，汇率的变动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且汇率

变动也会对这些因素产生影响。 （三）汇率制度 汇率制度是

国际货币体系和各国货币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国对外

金融管理的主要内容。 1.汇率制度的概念与类型 汇率制度是

货币当局对本国货币汇率变动的基本方式所作的一系列安排

或规定，如规定本国货币的对外价值、汇率的波动幅度、影

响和干预汇率变动方式等。 在历史上，国际汇率制度分为固

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两种类型。 固定汇率制度是指受

汇率平价的制约，市场汇率只能围绕平价在很小的幅度内上

下波动的汇率制度。浮动汇率制度是指没有汇率平价的制约

，市场汇率随着外汇供求状况变动而变动的汇率制度。历史

上曾经出现两种固定汇率制度金本位制度下的固定汇率和布

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固定汇率。 2.国际浮动汇率制度下的汇率

安排 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各国可以自行安排汇率，形成了多

种汇率安排并存的国际汇率体系。目前主要有： （1）无单

独法定货币的汇率； （2）货币局安排； （3）传统盯住安排

； （4）水平区间内盯； （5）爬行盯住； （6）爬行区间； 



（7）事先不公布汇率目标的有管理浮动； （8）独立浮动。 

欧元区外的发达国家大多数采取独立浮动等弹性较大的汇率

安排，发展中国家大多数是盯住某一种货币或一篮子货币。 

例题：单项选择题 在国际金本位的黄金时期，各国货币之间

汇率的决定基础是（ ） A.购买力平价 B.黄金输送点 C.铸币平

价 D.利率平价 答案：C 解析：在国际金本位的黄金时期，各

国货币之间汇率的决定基础是铸币平价，黄金输送点是汇率

变动的上下限。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划分，比传统钉住

安排弹性小的汇率安排是( )。 A水平区间内钉住 B．爬行钉住

C.货币局安排 D．爬行区间 答案：B 解析：传统钉住安排汇

率波动幅度不超过±1％，水平区间钉住波动幅度大于±1％

，爬行钉住定期小幅调整汇率，爬行区间是水平区间内的钉

住与爬行钉住的结合，波动幅度大于爬行钉住。而货币局制

度没有弹性。 政府在不特别指明或事先承诺汇率目标的情况

下，通过积极干预外汇市场来影响汇率变动。按国际货币基

金的划分，这种汇率制度是（ ）。 A.传统钉住安排 B.爬行区

间 C.独立浮动 D.有管理浮动 答案：D （四）人民币汇率 1994

年我国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实现银行结售汇制，取消外汇

留成制度，建立银行间外汇市场。初步形成了以市场供求为

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人民币浮动汇率制度。当前我国人民

币汇率形成机制和外汇市场的特点是： 1.形成了多层次的外

汇市场 2.外汇市场的具体运转体现了市场的公开、公正、透

明 3.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基础上建立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具

有中国特色，形成了管理、调控、运作机制三权分立、各负

其责的体系。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方向是完善人民币汇率

的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稳定



。 例题：单选 我国银行间外汇市场的调控者是( )。 A-国家外

汇管理局 B．中国人民银行 C.中国外汇交易中 D．证监会 答

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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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