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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1) 一、外汇及外汇管理 （一）外汇及外汇管理的概念 

重点掌握外汇的概念:外汇，是指可以用作国际清偿的支付手

段和资产。主要包括:（1）外国货币，包括外国纸币、铸币

等.（2）外币有价证券，包括外国政府债券、公司债券、股

票、息票等.（3）外币支付凭证，包括票据、银行存款凭证

、邮政储蓄凭证等.（4）特别提款权、欧洲货币单位以及其

他外汇资产.（5）其他外汇资产，如黄金、旅行支票等。 （

二）外汇管理概述 （1）外汇管理的概念。 外汇管理又称外

汇管制，是指一个国家为保持本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对外汇

的买卖、借贷、转让、收支、国际清偿、外汇汇率和外汇市

场实行一定的限制措施的管理制度。其目的在于保持本国的

国际收支平衡，限制资本外流，防止外汇投机，促进本国的

经济发展。 1993年底，经国务院决定，从1994年1月1日开始

，对经常性项目外汇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取消外汇留成，实

行银行售汇制，允许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有条件可兑换，建

立银行间外汇市场，改进外汇形成机制，保持合理及相对稳

定的人民币汇率等新的外汇管理制度。1996年1月29日，新的

《外汇管理条则》明确规定，国家对经常性国际支付和转移

不予限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禁止外币流通，并不得

以外币计价结算，对我国的外汇管理作了全面的规定。 （二

）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制度。 我国《外汇管理条例》第6条规

定:“国家实行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制度。凡有国际收支活动的



单位和个人，必须进行国际收支申报。” 国际收支是指一个

国家或一个地区在某一规定时期内发生的全部对外收人和支

出的总和。 根据《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办法》及其“实施细则

”的规定，凡是中国居民与非中国居民之间发生的一切经济

交易，都应当向国家外汇管理机关进行申报。 根据有关规定

，凡是中国居民与非中国居民之间发生的一切经济交易，都

应当向国家外汇管理机关进行申报。这里讲的中国居民是指

：（1）在中国境内居留1年以上的自然人，但外国及我国香

港、澳门、台湾地区在我国境内的留学生、就医人员、外国

驻华使馆外籍工作人员及其家属除外；（2）中国短期出国人

员（在境外居留时间不满1年）、在境外留学人员、就医人员

及中国驻外使馆工作人员及家属；（3）在中国境内依法成立

的企业法人和事业法人（含外商投资企业及外资金融机构）

及境外法人的驻华机构（不含国际组织驻华机构、外国驻华

使领馆）；（4）中国国家机关（包括中国驻外使领馆）、团

体、部队。 考生要掌握中国居民的4点含义。 国际收支统计

申报实行交易主体申报的原则，采取间接申报与直接申报、

逐笔申报与定期申报相结合的办法。 考生要了解申国居民的

申报方法。 （三）我国《外汇管理条例》的适用范围根据我

国《外汇管理条例》的规定，境内机构、个人、驻华机构、

来华人员的外汇收支或者经营活动，都属《外汇管理条例》

的调整范围。但保税区、边境贸易和边民互市的外汇管理由

国家外汇管理局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的原则另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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