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节  国际储备及其管理 

 

本节考点： 

1、国际储备的概念 

2、国际储备的功能 

3、国际储备的管理 

4、我国的国际储备及其管理 

 

考点一、国际储备的概念 

（一）国际储备的概念 

国际储备是指国家政府所持有的、用于平衡国际收支、稳定汇率的国际普遍接受的一切资产。 

 

国际储备的本质特征： 

①国际储备是官方储备。国际储备资产，必须是为一国货币当局所持有和直接掌握并可以加以使用的资产，

而不是被其他机构或经济实体持有。非官方金融机构、企业和私人持有的黄金、外汇等资产，不能算作国际

储备。 

②国际储备是货币资产，不包括实物资产，即使某些实物资产（如文物等）价值昂贵。 

 

③国际储备是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货币资产，只有如此才能够实现国际储备的目的，即用于国际支付等，

因此不能将他国不可兑换货币等用作国际储备。 

④国际储备是一个存量的概念，一般以截至某一时点的余额来表示或计量国际储备总量。 

 

（二）国际储备的构成 

 

 

①黄金储备：由一国的货币当局所持有的货币性黄金数量的总和。 

②外汇储备：是一国货币当局持有的国际储备资产中流动性较强的外汇资产，包括在国外可兑换的银行存款

和其他可变现的金融资产等。 

外汇储备是国际储备中最重要、最活跃的部分，是国际储备的主体，也是国际储备资产管理的主要对象。 

 

③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头寸，也称普通提款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会员方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拥有的储备头寸，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普通账户中会员

方可自由提取使用的资产，具体包括会员方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缴份额 中 25%的外汇部分，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为支付其他会员方的借款而使用的会员方认缴份额中的本国货币持有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该会员方

的借款净额。 

 



④特别提款权：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配给会员方但尚未使用的提款权余额。特别提款权是由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无偿分配给会员方的一种资金使用的权利，作为会员方原有的提款权即普通提款权的一种补充。它按会

员方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比例分配给会员方，可用于归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和成员方政府之间

弥补国际收支逆差的一种账面资产。 

特别提款权实际上是一种记账单位，成员方无条件享有该项权利，但在使用上仅限于政府之间的结算，以弥

补会员方国际清偿能力不足，不能用于贸易和非贸易的结算和支付。 

 

【多选-1】国际储备的特征包括（  ）。 

A.实物资产 

B.官方储备 

C.货币资产 

D.存量概念 

E.世界各国普遍接受 

 

答案：BCDE 

解析：国际储备具有四个本质特征： 

①国际储备是官方储备，为货币当局所持有，不包括民间持有的黄金、外汇等资产；②国际储备是货币资产，

不包括实物资产，即使某些实物资产（如文物等）价值昂贵；③国际储备是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货币资产，

只有如此才能够实现国际储备的目的，即用于国际支付等，因此不能将他国不可兑换货币等用作国际储备；

④国际储备是一个存量的概念，一般以截至某一时点的余额来表示或计量国际储备总量。 

 

【多选-2】只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才能拥有的国际情备包括（  ）。 

A.黄金储备 

B.外汇储备 

C.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头寸 

D.特别提款权 

E.实物储备 

 

答案：CD 

解析：国际储备包括黄金储备、外汇储备、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头寸和特别提款权。后两项国际储备，

只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方才拥有， 

 

考点二：国际储备的功能 

1、弥补国际收支逆差。当出现暂时性国际收支逆差时，通过动用国际储备来弥补逆差，可以不必采取其他可

能影响内部均衡的调节政策和措施。  

2、稳定本币汇率：当出现国际收支逆差或投机性冲击，外汇供不应求，外汇汇率急剧上升，本币剧烈贬值时，

为了稳定汇率，避免对内部均衡产生负面影响，或为了履行在固定汇率制下承担的义务，可以动用外汇储备，

向外汇市场投放外汇，缓解和平衡外汇供求。 

 

3、维持国际资信和投资环境：当向国外举债时，国外债权人在进行信用评估时，要把债务国的国际储备数量

和增减趋势作为重要的因素；在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场合，国外投资者在评价投资环境时，也要把投资对象

国的国际储备数量和增减趋势作为重要的考量。因此，为维持良好的国际资信和良好的投资环境，需要保有

足够的国际储备。 

 

【单选-1】国际储备的基本功能是（  ）。 

A.弥补国际收支逆差 

B.稳定本币汇率 

C.维持国际资信 



D.维持良好的投资环境 

 

答案：A 

解析：国际储备的功能包括： 

①弥国际收支逆差（A 项正确）； 

②稳定本币汇率； 

③维持国际资信和良好的投资环境。 

 

考点三、国际储备的管理 

（一）国际储备的总量管理 

国际储备的总量管理的目标是使国际储备总量适度，既不能少也不能多。 

如果国际储备少会在动用国际储备实现其功能时捉襟见肘，力不从心； 

如果国际储备多，会造成资源闲置，产生的机会成本较高。 

 

确定国际储备总量时应依据的因素： 

①是不是储备货币发行国。如果是，则对国际储备需求少，反之则多。 

②经济规模与对外开放程度。该因素与国际储备需求量正相关。  

③国际支出的流量。该因素与国际储备需求量正相关。 

④外债规模。该因素也与国际储备需求量正相关。 

 

⑤短期国际融资能力。在国际收支逆差时，如果在国际上获得短期融资的能力强，则可以不动用或少动用国

际储备，从而对国际储备的需求就少；反之则多。 

⑥其他国际收支调节政策措施的可用性与有效性。 

在国际收支逆差时，如果可供选择的其他国际收支调节政策措施较多，实施后见效的时滞短，效果好，则可

以不动用或少动用国际储备，从而对国际储备的需求就少；反之则多。 

⑦汇率制度。如果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或其他弹性低的汇率制度，则对干预外汇市场、稳定汇率的国际储备需

求就多；反之则少。 

 

实践中，测度国际储备总量是否适度的经验指标： 

①国际储备额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一般为 10%； 

②国际储备额与外债总额之比，一般在 30%-50%； 

③国际储备额与进口额之比，一般为 25%；如果以月来计量，国际储备额应能满足 3 个月的进口需求。 

 

（二）国际储备的结构管理 

国际储备结构管理的目标是使国际储备结构最优，在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之间找到最佳均衡点。 

 

国际储备结构管理的内容： 

①国际储备资产结构的优化：由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的储备头寸和特别提款权的数量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给定的，因此，国际储备资产结构的优化集中在黄金储备和外汇储备结构的优化上。 

要根据黄金和外汇在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上的不同特征及其变化，在黄金储备与外汇储备之间动态地建

立最佳比例。 

 

②外汇储备货币结构的优化：不同储备货币的安全性（与汇率风险相对应）和盈利性（与升值和贬值相对应）

是不同的。因此，为了追求安全性，需要将外汇储备的货币结构与未来外汇支出的货币结构相匹配，从而在

未来的外汇支出中，将不同储备货币之间的兑换降低到最低程度；为了追求盈利性，需要尽量提高储备货币

中硬币（币值稳定的货币）的比重，降低储备货币中软币（币值不稳定的货币）的比重。 

 

③外汇储备资产结构的优化 



外汇储备资产结构是指外币现金、外币存款、外币短期证券和外币长期证券等资产形式在储备货币中的比重。 

为了使储备货币的运 用兼顾流动性、安全性、盈利性的要求，通常将外汇储备根据不同的变现能力进行分级

管理，并  确定各等级的合理比例。 

 

外汇储备一般可分为三级： 

①一级储备：一国用于经常性或临时性对外支付所需的外汇储备。这部分储备必须保持高度的流动性，随时

可以变现，其资产形式包括外币现金、在国外银行的活期存款、短期存款、短期债券、商业票据等。一级储备

的盈利性较低，但风险较低、流动性大。 

②二级储备：补充性的流动资产，作为应付临时性、突发性等不时之需时对外支付的保证。二级储备的管理

以盈利性为主，兼顾适度的流动性和风险性，这部分储备资产形式包括外国中期国债等金融资产。 

 

③三级储备：主要是用于长期投资的国际储备，包括各种形式的具有高收益的外国长期有价证券。 

三级储备流动性差，但收益高，可以弥补一级储备的不足。在实务中，需要根据先满足即时支付需要，再实现

保值增值需要的优先顺序，对三种储备资产结构做出统筹安排。 

 

【多选-1】在确定国际储备总量时，应依据的因素有（  ）。 

A.是否是储备货币发行国 

B.经济规模与对外开放程度 

C.外债规模 

D.国际支出的流量 

E.长期国际融资能力 

 

答案：ABCD 

解析：在确定国际储备总量时，应依据的因素有： 

①是否是储备货币发行国。如果是，则对国际储备需求少，反之则多。②经济规模与对外开放程度。该因素与

国际储备需求量成正比。③国际支出的流量。该因素与国际储备需求量正相关。④外债规模。该因素也与国

际储备需求量正相关。⑤短期国际融资能力。在国际收支逆差时，如果在国际上获得短缺融资的能力强，则

可以不动用或少动用国际储备，从而对国际储备的需求就少；反之则多。 

⑥其他国际收支调节政策措施的可用性与有效性。在国际收支逆差时，如果可供选择的其他国际收支调节政

策措施较多，实施后见效的时滞短，效果好，则可以不动用或少动用国际储备，从而对国际储备的需求就少；

反之则多。 

⑦汇率制度。如果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或其他弹性低的汇率制度，则对干预外汇市场、稳定汇率的国际储备需

求就多；反之则少。 

 

【单选-2】国际储备额与外债总额之比，一般在（  ）。 

A.10%-20% 

B.10% 

C.30%-50% 

D.25% 

 

答案：C 

解析：在实践中，测度国际储备总量是否适度的经验指标是：国际储备额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一般为 10%。

国际储备额与外债总额之比，一般在 30%～50%，C 项正确。国际储备额与进口额之比，一般为 25%。 

 

【单选-3】以下不属于国际储备结构管理内容的是（  ）。 

A.国际储备资产结构的优化 

B.外汇储备货币结构的优化 

C.外汇储备资产结构的优化 



D.国际储备实物结构的优化 

 

答案：D 

解析：国际储备结构管理的内容包括： 

①国际储备资产结构的优化； 

②外汇储备货币结构的优化； 

③外汇储备资产结构的优化。 

 

考点四、我国的国际储备及其管理 

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我国国际储备由黄金储备、外汇储备、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头寸和特

别提款权等构成。 

 

随着国际储备规模的扩大和国际储备在宏观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国际储备特别是外汇储备的管理也逐

步成为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外汇储备管理围绕维 护国际收支平衡和汇率稳定的核心职

能，不断优化币种结构和资产结构，实现投资的多元化和分散化，同时创新外汇管理机制，先后成立中央汇

金投资有限公司和具有主权财富基金性质的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提升外汇储备经营管理的规范化与专业

化水平，保障外汇储备的安全、流动和保值增值。 

 

2015 年 11 月 30 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SDR 货币篮子

相应扩大至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英镑 5 种货币。 

受此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方持有人民币规模不断扩大，这也对我国国际储备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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