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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F_81_E5_91_98_E7_c32_478988.htm 计价货币（Money of

Account）是指合同中规定用来计算价格的货币。如合同中的

价格是用一种双方当事人约定的货币（如美元）来表示的，

没有规定用其他货币支付，则合同中规定的货币，既是计价

货币，又是支付货币（Money of Payment）。如在计价货币之

外，还规定了其他货币（如英镑）支付，则英镑就是支付货

币。 在一般的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价格都表现为一定量的

特定货币（如每公吨为300美元），通常不再规定支付货币。

根据国际贸易的特点，用来计价的货币，可以是出口国家货

币，也可以是进口国家货币或双方同意的第三国货币，由买

卖双方协商确定。由于世界各国的货币价值并不是一成不变

的，特别是在世界许多国家普遍实行浮动汇率的条件下，通

常被用来计价的各种主要货币的市值更是严重不稳。国际货

物买卖通常的交货期都比较长，从订约到履行合同，往往需

要有一个过程。在此期间，计价货币的市值是要发生变化的

，甚至会出现大幅度的起伏，其结果必然直接影响进出口双

方的经济利益。因此，如何选择合同的计价货币就具有重大

的经济意义，是买卖双方在确定价格时必须注意的问题。 除

双方国家订有贸易协定和支付协定，而交易本身又属于上述

协定的交易，必须按规定的货币进行清算外，一般进出口合

同都是采用可兑换的、国际上通用的或双方同意的支付手段

进行计价和支付。但是，目前这些货币的软硬程度并不相同

，发展趋势也不一致。因此，具体到某一笔交易，都必须在



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尽可能争取把发展趋势对我方有利

的货币作为计价货币。从理论上说，对于出口交易，采用硬

币计价比较有利；而进口合同却用软币计价比较合算。但在

实际业务中，以什么货币作为计价货币，还应视双方的交易

习惯、经营意图以及价格而定。如果为达成交易而不得不采

用对我方不利的货币，则可设法用下述两种办法补救：一是

根据该种货币今后可能的变动幅度，相应调整对外报价；二

是在可能条件下，争取订立保值条款，以避免计价货币汇率

变动的风险。 在合同规定用一种货币计价，而用另一种货币

支付的情况下，因两种货币在市场上的地位不同，其中有的

坚挺（称硬币），有的疲软（称软币），这两种货币按什么

时候的汇率进行结算，是关系到买卖双方利害得失的一个重

要的问题。 按国际上的一般习惯做法，如两种货币的汇率是

按付款时的汇率计算，则不论计价和支付用的是什么货币，

都可以按计价货币的量收回货款。对卖方来说，如果计价货

币是硬币，支付货币是软币，基本上不会受损失，可起到保

值的作用；如果计价货币是软币，支付货币是硬币，他所收

入的硬币就会减少，这对卖方不利，而对买方有利。 如果计

价货币和支付货币的汇率在订约时已经固定，那么，在计价

货币是硬币、支付货币是软币的条件下，卖方在结算时收入

的软币所代表的货值往往要少于按订约日的汇率应收入的软

币所代表的货值，也就是说对买方有利，而对卖方不利。反

之，如计价货币是软币，支付货币是硬币，则对卖方有利，

对买方不利。 此外，也有在订合同时，即明确规定计价货币

与另一种货币的汇率，到付款时，该汇率如有变动，则按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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