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利率与汇率

第二节 汇率

本节考点

1、汇率的概念

2、汇率的决定与变动

3、汇率制度

4、人民币汇率制度

考点 1：汇率的概念

1、汇率的概念：又称汇价，是指一种货币用另一种货币所表示的价格，反映的是两种货币之间的兑换或折算

比率。

2、汇率的标价方法：直接标价法和间接标价法

1）直接标价法：

又称应付标价法，是以一定整数单位(1、100、10000 等)的外国货币为标准，折算为若干单位的本国货币，这

种标价法 是以本国货币表示外国货币的价格，因此可以称为外汇汇率。

目前，我国和世界其他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采用直接标价法。

2）间接标价法：

又称应收标价法，是以一定整数单位(1、100、10000 等)的本国货币为标准，折算为若干单位的外国货币，这

种标价法是以外国货币表示本国货币的价格，因此可以称为本币汇率。

目前，世界上只有英国、美国等少数几个国家采用间接标价法。

3、汇率的分类

1）汇率的制定方法：基本汇率与套算汇率。

2）商业银行对外汇的买卖：买入汇率与卖出汇率。

3）外汇交易的交割期限：即期汇率与远期汇率。

4）汇率形成的机制：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

5）商业银行报出汇率的时间：开盘汇率与收盘汇率。

6）外汇交易的支付通知方式：电汇、信汇、票汇汇率。

7）汇率制度的性质：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

8）衡量货币价值的需要：双边汇率、有效汇率与实际有效汇率。



考点 2：汇率的决定与变动

（一）汇率的决定基础

1、金本位制下汇率的决定基础

各国以金币作为本位货币，黄金是价值的“天然实体”，单位金币都有含金量，黄金可以自由输出和输入。

汇率的决定基础，从本质上是各国单位货币所具有的价值量，从现象上看是各国单位货币的含金量。汇率的

标准是铸币平价，即两国单位货币的含金量之比。

市场汇率受供求关系变动的影响而围绕铸币平价波动，波动的范围被限制在由黄金输出点和黄金输入点构成

的黄金输送点内。

2、纸币制度下汇率的决定基础

在纸币制度下，各国以纸币作为本位货币，纸币是本身没有价值的价值符号，单位纸币所代表的价值量往往

以国家规定的法定含金量来表示。

汇率的决定基础，从本质上来说是各国单位货币所代表的价值量，从现象上看是各国单位货币的法定含金量

或购买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下，按照《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要求，均衡汇率就是法

定平价，即一国单位货币的法定含金量与另一国单位货币的法定含金量之比。

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均衡汇率就是购买力平价。市场汇率的波动在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下受制于《国际货

币基金协定》规定的上下限，而在该货币体系崩溃以后则没有统一的界限。

（二）汇率变动的形式

1、官方汇率的变动：

1）法定升值：一国官方货币当局以法令的形式公开宣布提高本国货币的法定含金量或币值，降低外汇汇率。

2）法定贬值：一国官方货币当局以法令的形式公开宣布降低本国货币的法定含金量或币值，提高外汇汇率。

2、市场汇率的变动：

1）升值：在外汇市场上，受供求关系影响，一定量的一国货币可以兑换到比以前更多的外汇，相应是外汇汇

率下跌；

2）贬值：在外汇市场上，受供求关系影响，一定量的一国货币只能兑换到比以前更少的外汇，相应是外汇汇

率上涨。

【单选-1】自 2005 年 7 月 21 日我国实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由 1：8.2765

变为 2013 年 7 月 26 日 1：6.1720，这表明人民币对美元已经较大幅度地（ ）。

A.法定升值

B.法定贬值

C.升值

D.贬值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汇率变动的形式。本题中，外汇汇率下降，本币升值。

（三）汇率变动的影响因素

 物价水平的相对变动

 国际收支差额的变化

 市场预期的变化

 政府干预汇率



1、物价水平的相对变动

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反映货币购买力的物价水平变动是决定汇率长期变动的根本因素。

如果一国的物价水平与其他国家的物价水平相比相对上涨，即该国相对通货膨胀，则该国货币对其他国家货

币贬值；

如果一国的物价水平与其他国家的物价水平相比相对下跌，即该国相对通货紧缩，则该国货币对其他国家货

币升值。

长期来说，物价水平变动最终导致汇率变动是通过国际商品和劳务的套购机制实现的，是通过国际收支中经

常项目收支变化传导的。

2、国际收支差额的变化

市场汇率的变动直接取决于外汇的市场供求状况。

如果外汇供不应求，则外汇汇率上升，本币贬值；

如果外汇供过于求，则外汇汇率下跌，本币升值。

外汇市场上的外汇供求关系基本是由国际收支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的变动决定外汇供求的变动。

如果国际收支逆差，则外汇供不应求，外汇汇率上升；

如果国际收支顺差，则外汇供过于求，外汇汇率下跌。

进一步来说，国际收支又是由物价、国民收入、利率等因素决定的。

如果一国与其他国家相比，物价水平相对上涨，则会限制出口，刺激进口；国民收入相对增长，则会扩大进

口；利率 水平相对下降，则会刺激资本流出，阻碍资本流入。

这些都是导致该国国际收支出现逆差，从而造成外汇供不应求、外汇汇率上升的原因。

如果一国与其他国家相比，物价水平相对下降，则会刺激出口，限制进口；国民收入相对萎缩，则会减少进

口；利率水平相对上升，则会限制资本流出，刺激资本流入。

这些都是导致该国国际收支出现顺差，造成外汇供过于求、外汇汇率下跌的原因。

3、市场预期的变化

市场预期变化是导致市场汇率短期变动的主要因素。

市场预期变化决定市场汇率变动的基本机理：

如果人们预期未来本币贬值，就会在外汇市场上抛售本币，导致本币现在的实际贬值；

如果人们预期未来本币升值，就会在外汇市场上抢购本币，导致本币现在的实际升值。

4、政府干预汇率

出于宏观调控的需要，各国政府往往会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将汇率波动限制在特定范围内。

当市场因外汇供不应求，外汇汇率上涨幅度超出政策目标范围时，货币当局往往会向市场投放外汇，收购本

币，使外汇汇率下调；当市场外汇供过于求，外汇汇率下跌幅度超出政策目标范围时，货币当局则会向市场

投放本币，回收外汇，从而使外汇汇率上调。

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当通过上述外汇市场干预措施难以达到预期效果时，货币当局还会直接采用行政手段，

实行外汇管制，维护汇率稳定。

【单选-1】如果一国出现国际收支逆差，则该国（ ）。

A.外汇供不应求，外汇汇率上升，本币贬值

B.外汇供不应求，外汇汇率下降，本币升值

C.外汇供过于求，外汇汇率上升，本币贬值

D.外汇供过于求，外汇汇率下降，本币升值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国际收支不均衡的调节。

当国际收支逆差时，外汇供不应求，导致外汇汇率上涨；当国际收支顺差时，外汇供过于求，导致外汇汇率



下降。

【多选-2】如果人民币对外币升值，从理论上看，其可能的决定因素有（ ）。

A.我国的物价与国外的物价相比相对上升

B.我国的物价与外国的物价相比相对下降

C.我国的国际收支出现逆差

D.我国的国际收支出现顺差

E.市场上的预期人民币贬值

答案：BD

解析：本题考查汇率变动的决定因素。BD 选项会导致人民币对外币升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