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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主要有汇率交易风险，会计风险以及经济风险的识别

方法。 外汇风险的识别 外汇风险的识别是衡量和防范汇率风

险的前提，对于某一主体来说，在明确自己所面临的外汇风

险的性质与类型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识别该风险的受险部

分，为制定相应的防范对策提供依据。 一、汇率交易风险的

识别 1、外汇买卖。概括地说，外汇买卖风险的受险部分是

存在于一定时间内的、一定币别的“多头”或“空头”的外

汇头寸。如前所述，外汇买卖风险主要产生于外汇银行买卖

外汇，而外汇银行买卖外汇又可分为中介性买卖、自营性买

卖和平衡性买卖三种情形。 首先从平衡性买卖来看，这种外

汇买卖恰恰是防范外汇风险的手段，它所导致的多头或空头

，正是为了平衡中介性买卖，因此无需看作受险部分加以掌

握。其次从自营性买卖来看，这种外汇买卖旨在利用汇率变

动赚取汇差收益，外汇银行是积极自动地去承担外汇风险。

因此，从防范外汇风险而掌握受险部分的意义上说，由自营

性外汇买卖导致的多头或空头虽然实际上面临外汇风险，但

并不作为受险部分掌握。最后从中介性买卖来看，这是外汇

银行的主要业务，由这种外汇买卖所导致的多头或空头才应

当作为受险部分掌握。因此，确切地说，外汇买卖风险的受

险部分应当界定为存在于一定时间内的、一定币种的、由中

介性买卖所导致的多头或空头的外汇头寸。外汇银行经常掌

握空头或多头的外汇头寸，并通过在外汇市场上的资金买卖



，尽可能避免外汇风险。为此，他们经常制作“外汇持有额

表”，包含现汇和期汇交易，并综合二者算出综合持有额(综

合头寸)。 在外汇买卖风险中，多头或空头的外币，即为受险

货币；多头或空头的余额，即为受险金额；多头或空头的滞

留期，即为受险时间。 2、交易结算。如前所述，交易结算

风险主要是指以外币计价进行贸易及非贸易业务的企业所承

担的外汇风险。在蒙受交易结算风险中，贸易与非贸易业务

的情形与原理是一致的，因此，我们仅以进出口贸易来阐明

如何识别交易结算风险的受险部分。确定交易结算风险的受

险部分，需要以进出口合同为依据。在进出口合同中，有关

条款载明了计价结算的外币；货款金额和支付时间。据此，

我们可以把握有何种外币、多少外币、将在多长时间内承受

外汇风险。下面分别以出口和进口两种情况加以说明。在出

口的情况下，从签订合同到装船，提供信用到最终结算为止

的过程中，未结算的余额，其出口货款的本币金额是未确定

的，这就成为受险部分。这样，承担受险部分的出口商在本

币汇率疲软时，获得汇差收益；本币汇率坚挺时，蒙受汇差

损失。当出口采取分期付款的支付方式时，每经过一次结算

，就有一部分出口货款从受险部分中消失，一旦到最后一次

结算结清了余额，受险部分便随之全部消失。 在进口的情况

下，从签订合同开始到结算时为止，也要承担风险，来结算

的合同余额，其进口贷款的本币金额是未确定的，这就成为

受险部分。结算时间越长，则受险部分持续的时间越长，这

样，承担受险部分的进口商在本币汇率疲软时，蒙受汇率损

失；本币汇率坚挺时，获得汇差收益。如果商品进口采取分

期付款的支付方式，则经过每次结算，已经支付的进口货款



便逐期从受险部分中消失，受险部分外币金额逐期递减，至

最后一次结算付清余额时，受险部分即全部消失。 综上所述

，在从事以外币计价的贸易及非贸易业务的场合，从签订外

币交易合同开始，到收进或支付本币为止，要承担外汇风险

。其时间间隔即为受险时间；计价结算的外币即为受险货币

；结算金额即为受险金额。 在现行的浮动汇率制度下，由于

汇率波动频繁，即使相差一天，各自适用的汇率也会有很大

差异。因此，再每天都有很多收汇和付汇时，可以只注意收

付相抵后的受险部分。但对于外币交易金额很小、到期日又

很分散的企业，受险部分综合不起来，就有必要进行个别考

虑。 3、国际资本借贷。在借贷资本的输出输入中，确定其

受险部分，要以外币存款凭证、外币商业票据及外币债券等

金融工具和外币借贷合同为依据，以便把握有何种外币、多

少外币及将在多长时间内承受汇率风险。下面分别说明在借

贷资本输出入的情况下，如何识别受险部分。 在借贷资本输

出的情况下，如美国居民将美元兑换成英镑，作为1年期的定

期存款，在这1年中，由于美元对英镑的汇率要发生变化，因

此，该美国居民1年后收回的英镑本金就成为不确定因素，从

而未清偿的借贷本金金额甚至包括利息就成为承担外汇风险

的受险部分。 如果债权人以对外提供长期外币贷款的方式进

行资本输出，则确定受险部分要复杂一些。长期贷款多采用

分歧偿还的方式，即债务人按合约规定每隔一定时期偿还一

部分贷款，待贷款期满时，再将为偿还的贷款余额一次还清

。因此，对提供长期外币贷款的债权人来说，在长期贷款的

有效期内，每收回一次本金，就有相应的受险部分消失，至

长期贷款期满收回本金金额时，受险部分就全部消失。 在借



贷资本输出的情况下，如我国某化工企业借入一笔为期2年的

美元贷款，在2年期限内，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将会变化到什

么水平，从而借款期满使该企业究竟要付出多少人民币才能

偿还美元本金，就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因此，未清偿的借

款本金余额甚至包括利息就成为承担外汇风险的受险部分。 

当债务人通过国际金融机构、外国政府或商业银行等渠道借

入长期外币贷款时，同上述债权人提供长期外币贷款的情况

相类似，在分期偿还的条件下，确定受险部分要视每次偿还

后的借款余额。具体而言，在未偿还借款之前，全部借款都

属于受险部分，而伴随每次还款，受险部分就相应递减，直

至期满还清借款本金余额，受险部分才最终全部消失。 综上

所述，在国际借贷资本风险中，作为借贷对象的外币，即为

受险货币；借贷金额，即为受险金额；借贷期限，即为受险

时间。如果一个主体享有的外币债权与负有的外币债务在币

种、金额和起讫日上均完全相同，则其外币债权和外币债务

相互抵消，从而既无净损失亦无净收益。显然，这种巧合是

罕见的。一般来说，输出或输入借贷资本的所有主体，经常

要面临外汇风险。 相关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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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