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汇率制度

第一节 汇率制度的概念和内容

一、汇率制度的概念

汇率制度：是指各国或国际社会对于确定、维持、调整与管理汇率的

原则、方法、方式和机构等所作出的系统规定。

二、汇率制度的内容

1．确定汇率的原则和依据。例如，以货币本身的价值为依据，还是以

法定代表的价值为依据等。

2．维持与调整汇率的办法。例如是采用公开法定升值或贬值的办法，

还是采取任其浮动或官方有限度干预的办法；

3．管理汇率的法令、体制和政策等。例如各国外汇管制中有关汇率及

其适用范围的规定。

4．制定、维持与管理汇率的机构，如外汇管理局、外汇平准基金委员

会等。

第二节 汇率制度的主要形式及特点

一、固定汇率制及其特点

固定汇率制是指以本位货币本身或法定含金量为确定汇率的基准，汇

率比较稳定的一种汇率制度。在不同的货币制度下具有不同的固定汇率制

度。

1．金本位制度下的固定汇率制度

特点：

（1）黄金成为两国汇率决定的实在的物质基础。

（2）汇率仅在铸币平价的上下各 6‰左右波动，幅度很小。

18（3）汇率的稳定是自动而非依赖人为的措施来维持。

2．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固定汇率制度。

基本内容：

（1）实行“双挂钩”，即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

（2）在“双挂钩”的基础上，《国际货币基金协会》规定，各国货币对

美元的汇率一般只能在汇率平价＋－1％的范围内波动，各国必须同 IMF



合作，并采取适当的措施保证汇率的波动不超过该界限。由于这种汇率制

度实行“双挂钩”，波幅很小，且可适当调整，因此该制度也称以美元为

中心的固定汇率制，或可调整的钉住汇率制度。

特点：

（1）汇率的决定基础是黄金平价，但货币的发行与黄金无关；

（2）波动幅度小，但仍超过了黄金输送点所规定的上下限；

（3）汇率不具备自动稳定机制，汇率的波动与波幅需要人为的政策来

维持；

（4）央行通过间接手段而非直接管制方式来稳定汇率；

（5）只要有必要，汇率平价和汇率波动的界限可以改变，但变动幅度

有限。

作用：可调整的钉住汇率制度从总体上看，在注重协调、监督各国的

对外经济，特别是汇率政策以及国际收支的调节，避免出现类似 30 年代的

贬值“竞赛”，对战后各国经济增长与稳定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缺陷：

（1）汇率变动因缺乏弹性，因此其对国际收支的调节力度相当有限。

（2）引起破坏性投机。

（3）美国不堪重负，“双挂钩”基础受到冲击。

二、浮动汇率制及其特点

浮动汇率制是指一国不规定本币与外币的黄金平价和汇率上下波动的

19 界限，货币当局也不再承担维持汇率波动界限的义务，汇率随外汇市场供

求关系变化而自由上下浮动的一种汇率制度。该制度在历史上早就存在过，

但真正流行是 1972 年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崩溃之后。

1．浮动汇率制的主要形式

（1）从汇率的浮动方式或程度来看，有三种形式：

第一，钉住型或无弹性型：即钉住一种货币或特别提款权或其它组合

（复合）货币而浮动。①钉住一种货币浮动；②钉住特别提款权或其它组

合货币而浮动。

第二，有限灵活型或有限弹性型：即一国货币的汇率钉住某一种货币

或一组货币浮动。



钉住某一货币浮动；钉住一组货币浮动。

第三，更为灵活型或较高弹性型：即汇率的波动不受幅度的限制，以

独立自主的原则进

行汇率调整。①根据一套指标来浮动；②较灵活的管理浮动；③单独浮动。

注意：以上各种分类的划分，并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汇率的多样化，

有些国家会自动调整其货币汇率制度，以适应本国经济的发展要求。

（2）从汇率受到政府干预的程度来看，有两种形式：

第一，自由浮动。第二，管理浮动。也称可调节的浮动汇率制。

2．浮动汇率制的主要特点

（1）汇率浮动形式多样化，可包括自由浮动、管理浮动、钉住浮动、

联合浮动以及单独浮动等。每个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宜的汇率浮

动形式。我国从 1994 年开始正式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自 2005 年

7 月 21 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

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05 年至 2012 年 9 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

计升值 30.52%。

（2）汇率不是纯粹的自由浮动，而是有管理的浮动。

20（3）汇率波动频繁且幅度大。从一个较长的时期来考察，这个特点更

加明显。

（4）影响汇率变动的因素多元化。其中一国国际收支的变化所引起的

外汇供求关系的变化，则成为影响汇率变化的主要因素，汇率随外汇市场

供求关系的变化而上下浮动。

（5）特别提款权等“一篮子”汇价成为汇率制度的组成部分。

3．浮动汇率制度对国际经济的影响

（1）防止某些国家外汇储备的流失。

（2）促进外汇市场的发展。

（3）促使国际资本流动剧增。

（4）加强国际间的联合干预。

（5）造成国际财富的转移与再分配。

（6）增强了国际经济往来中的不确定性。

（7）一定程度上也会加剧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不安。



注意：从“任何一个国家都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对本国货币汇率进

行干预”这个角度来看，当今的国际浮动汇率制度，实际上都是管理浮动

制或具有管理浮动的特点。

三、蠕动钉住汇率制及其特点

蠕动钉住汇率制：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可以经常地、按一定时间间隔，

以事先宣布的百分比对汇率平价作小幅度的调整，直至达到均衡汇率为止

的汇率制度。这种汇率制度介于可调整汇率制度与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之间。

特点：

（1）规定货币平价；

（2）货币平价可以调整；

（3）货币平价调整是经常的、有一定时间间隔的（如每个月）；

（4）汇率的波动幅度较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