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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9B_BD_c29_646264.htm 本文主要介绍国际商务师考试

中浮动汇率制度的含义与类型，希望能帮助考生更好的复习

。 浮动汇率制度 （一）浮动汇率制度的含义 1973年2月，美

元再次贬值10%后，固定汇率制度宣告崩溃，主要资本主义

国家普遍实行浮动汇率制度。 所谓浮动汇率制度（floating

system）是指一国不规定本币对外币的平价和上下波动的幅度

，汇率由外汇市场的供求状况决定并上下浮动的汇率制度。 

浮动汇率实际上已有较长的历史。早在金本位制度以前，美

国、俄国等就曾使本币处于浮动状态；在实行国际金本位制

度时，也有一些未采用金本位制的国家实行浮动汇率，如印

度实行银本位时，印度卢比对金本位制国家货币的汇率，随

金银比价的变动而波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国家也

曾先后实行过浮动汇率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固定汇

率制度时期，仍有少数货币如加拿大元，从1950年9月至1962

年5月实行浮动汇率；1968年以后，西方主要国家逐渐趋向浮

动汇率制度。 （二）浮动汇率制度的类型 从政府是否对市场

汇率进行干预的角度，可将汇率浮动的方式分为自由浮动和

管理浮动。 1．自由浮动（free floating）是指一国政府对汇率

不进行任何干预，市场汇率完全听任外汇市场的供求变化而

自由波动的汇率浮动方式，又称清洁浮动（Clean Floating）

。由于汇率的波动直接影响到一国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各国

政府都不愿听任汇率长期在供求关系的影响下无限制地波动

。因此，纯粹的自由浮动只是相对的、暂时的。 2．管理浮



动(managed floating)是指一国政府从本国利益出发对汇率的波

动进行不同程度干预的汇率浮动方式，又称肮脏浮动(dirty

floating)。在现行的货币体系下，各国实行的实际上都是管理

浮动。目前政府干预汇率的方式主要有三种： （1）直接干

预外汇市场，但干预形式各有不同。有一个国家单独干预的

，也有几个国家联合干预的，还有代理干预的。例如1990年4

月上旬，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和瑞士应日本的要

求，阻止日元继续下跌，但它们都没有花费本国的外汇储备

，动用的是日本的外汇储备。 （2）运用货币政策，主要是

通过调整再贴现率或银行利率来影响汇率。 （3）实行外汇

管制，主要是通过各种措施来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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