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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2011_E5_B9_

B4_E5_9B_BD_c29_646290.htm 本文主要介绍进一步加强我国

的外汇储备管理的相关内容，供大家参考学习。 进一步加强

我国的外汇储备管理 如前所述，保持一国适度的外汇储备规

模和优化外汇储备结构，对于保持一国国际收支平衡和汇率

稳定、国内物价平稳和经济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而要做

到这些，就必须加强对外汇储备的管理。加强外汇储备管理

的重点，始终应放在保持适度的外汇储备规模上。合理确定

外汇储备规模是有效发挥外汇储备作用和强化外汇储备管理

的关键。为此，我们认为当前下述几方面问题应引起特别注

意： 1．必须对我国当前外汇储备的现状与问题有较清醒的

认识。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的外汇储备

数量急剧增加，给金融与货币研究带来了许多新课题，引起

了国内学者、专家及决策者的关注。 至于我国目前6000多亿

美元的外汇储备是否过多，虽然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

智的问题，但以国际上通用的有关标准来衡量，我们认为从

总体上说应该是偏多的。不仅如此，我国外汇储备的快速增

长，还有两种情况是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种情况是，我国的

外汇储备急剧增长主要不是靠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贸易收支顺

差形成的，而主要是靠大量的外资涌入支撑的。如1994年外

汇储备516亿美元，其中贸易顺差只有53亿美元；1998年外汇

储备增长到1449.59亿美元，其中贸易顺差只有466.14亿美元

；2003年外汇储备4032.51亿美元，其中的贸易顺差也仅

有446.52亿美元。2003年的外汇储备较之1998年增长了两倍多



，但其中的贸易顺差不增反降。一种情况是，外汇储备与我

国外债余额高速增长同时并行。近年来我国的外债余额一直

以较高的速度快速增长，已从1993年的835.75亿美元增加

到1998年的1460.4亿美元和2003年的1936.3亿美元。在近几年

来外债余额超速增长不尽合理的情况下，外汇储备占外债余

额的比重仍然骤增，由1993年的25.4%增到1995年的70.9%，既

而到1998年的99.3%和2003年的208.3%，远远超过国际上公认

的30%这一较为适宜的比重，造成了外汇储备长余很多和花

大成本对外举债同时并存的严重的外汇资源浪费现象。外汇

储备和外债余额同时高速增长与双双相对过多，这是不容忽

视和亟待认真研究解决的问题。（参阅本章附表1985-2003中

国外债与国民经济、外汇收入） 2．必须清楚与重视外汇储

备过多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保持适

度的外汇储备规模，对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

用，相反，外汇储备规模不当，储备过多或不足，增长或下

降过快，都势必会给经济发展和货币流通稳定带来相当不利

的影响。 (1)外汇储备过多会加剧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 外汇

储备过多，会给本国货币流通及物价水平带来不利影响，不

利于国民经济发展。外汇储备的数量规模与一国的本币发行

是直接相联系的。外汇储备越多，本币投放相对就越多。过

多的外汇储备，在一定时期内会给本国货币流通、利率水平

与物价水平带来压力，甚至会触发或恶化通货膨胀。特别是

在中央银行通过控制基础货币从而达到控制货币总量的调控

模式下，外汇占款是引起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的重要渠道

之一。外汇占款的大量增加直接增加了基础货币量，再通过

货币乘数效应，形成货币供应量大幅度增长，由此必然加剧



通货膨胀压力。同时，外汇储备过多，还会受到国外通货膨

胀的冲击，给国内货币稳定和经济发展带来压力。外汇储备

是一国存放在其他国家银行的国际资产，难免不受其他国家

通货膨胀的影响，特别是在目前各国通货膨胀率偏高状态下

，存放在国外的外汇资产，即使调度灵活，可以运用生息，

也难免要在一定程度上蒙受国外通货膨胀造成的损失。 (2)外

汇储备过多会增加本币升值的压力。 本币对外币的比价变动

，直接是由外汇供求关系变化决定的。一国的外汇储备增长

过快、规模过大，势必推动本币汇率不断上升。本币汇率上

升一般来讲对鼓励出口、抑制进口是不利的，从长远看也就

不利于国内货币流通的稳定。同时，本币对外币比价趋升，

也不利于降低国内业已存在的高通货膨胀率。特别是在由于

管理体制不健全、其他诸多经济环节不畅情形下形成的外汇

储备规模不合理地增长，更会盲目维持一个本币与外币不合

理的汇价水平，从而更加加剧本币汇率高估带来的弊端：本

币汇率高估会影响出口企业的创汇积极性、出口减少；出口

亏损增多、国家财政负担加重；刺激进口、增加对外汇不合

理的需求；影响侨汇和旅游业的外汇收入；影响外商的投资

积极性等，而所有这些，对货币流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都是

不利的。 (3)外汇储备过多会造成外汇资金的闲置与积压。 外

汇储备规模过大造成的宝贵的资金资源的浪费表现是多方面

的。 首先，外汇储备主要来源于贸易收支顺差，是用出口商

品换取的外汇资金，这部分储备资产，实际上是国内的物资

以资金的形式存放在国外。外汇储备越多，意味着从国内抽

出的物资越多，是一种变相的物资闲置，因此，过多的外汇

储备，将人为地减少本国国民经济对其资源、物资的有效利



用。 其次，一国外汇储备过多，说明进口支付减少，该进口

的物资没有及时进口、宝贵的外汇资源不能及时转化为现实

生产力，势必会影响国内生产的发展。 辅导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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