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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货币基础 

高频考点 1  货币基础 

 

一、货币的含义 

货币是从商品中分离出来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 

二、货币的职能 

马克思认为货币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及世界货币五个

职能。其中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为基本职能，即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的统一是货币。 

1．价值尺度 

（1）含义：即用货币表现和衡量商品的价值。 

（2）特征：充当价值尺度职能的货币必须是观念性的货币，不需要现实的货币。 

2．流通手段 

（1）含义：货币在商品流通中充当交换的媒介。 

（2）特征：执行流通手段的货币必须是现实的货币；转瞬即逝。  

3．支付手段 

（1）含义：货币作为价值的独立运动形式进行单方面转移。如用于清偿债务、支

付赋税、工资、租金、利息等。 

（2）特征：充当支付手段职能的货币是价值单方面的转移、需要现实的货币。 

4．贮藏手段 

货币退出流通而处于静止状态，被人们当作独立的价值形态和社会财富的一般代

表保存起来。 

5．世界货币 

（1）含义：货币超越国内流通领域，在国际市场上充当一般等价物，执行世界货

币职能。 

（2）充当世界货币的条件：币值稳定、自由兑换、具有普遍的接受性。 

三、货币层次划分的依据 

货币层次的划分，是指对货币供给量的层次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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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例题】 

如果消费者动用储蓄存款进行消费，货币构成将发生的变化是（   ）。 

A.M1减少，M2增加                       B.M1减少，M2减少 

C.M2不变，M1减少                        D.M2不变，M1增加 

【答案】D。解析：M1=现金+企业的活期存款，M2=M1+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消费者动

用储蓄存款进行消费，企业的资金流增加，企业活期存款增加，即 M1增加，M2涵盖企业的

也有个人的，所以 M2不变。 

 

【强化训练】 

1．在不同层次的货币中，流动性较强，可以直接作为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的是（   ）。

（多选） 

A.现金                                   

B.有价证券 

货币层次划分的依据和标准是：流动性。流动性是指金融资产能够及时转变为现

实购买力，并使持有人不遭受损失的能力。 

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货币层次的划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般把货币划分为三个层次： 

M0=流通于银行体系之外的现金 

M1=M0+银行活期存款（狭义货币） 

M2=M1+储蓄存款+定期存款+政府债券（广义货币） 

五、我国的货币层次划分 

M0=流通中的现金 

M1=M0+企业活期存款+机关团体部队存款+农村存款+个人持有的信用卡类存款 

M2=M1+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企业存款中具有定期性质的存款+信托类存款+其他存款 

M3=M2+金融债券+商业票据+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等 

六、准货币 

M2—M1=准货币，定期存款、储蓄存款等虽不能直接支付或结算，但经过一定的时

间和手续后，可以转变为购买力，所以叫做准货币，又叫亚货币或近似货币。M2 对货

币流通整体状况分析意义重大，近年来，渐渐成为许多国家的调控目标。 

按我国货币供给的统计口径，一般所说的货币供应量指标是 M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F%91%E4%BC%BC%E8%B4%A7%E5%B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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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活期存款                               

D.大额可转让存单 

E.定期存款 

2．在传统的金融市场中，交易的金融工具具有“准货币”特征的市场有（   ）。

（多选） 

A.同业拆借市场                           

B.回购协议市场 

C.股票市场                               

D.债券市场 

E.银行承兑汇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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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考点 2  货币制度的演变 

 

货币制度经历了银本位制、金银复本位制、金本位制和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制度。 

一、银本位制 

二、金银复本位制 

（一）平行本位制 

两者之间的交换比率完全由金币与银币的市场价格决定，法律上对其不做任何规

定。 

（二）双本位制 

双本位制是金银比价由政府参照市场比价规定的金银两本位制。双本位制也不是

理想的货币制度。因为这种货币制度虽然克服了平行本位制下“双重价格”的缺陷，

但是由于违背了价值规律，又产生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格雷欣法则）。 

格雷欣法则：亦称劣币驱逐良币规律，指当金币与银币的实际价值与名义价值相

背离，从而使实际价值高于名义价值的货币（即良币）被收藏、熔化而退出流通，实

际价值低于名义价值的货币（即劣币）则充斥市场。 

（三）跛行本位制 

三、金本位制 

（一）金币本位制 

金币本位制是最典型的金本位制。 

（二）金块本位制 

金块本位制又称“生金本位制”、“金条本位制”。 

在该制度下，由国家储存金块，作为储备；流通中各种货币与黄金的兑换关系受

到限制，在需要时，可按规定的限制数量以纸币向本国中央银行无限制兑换金块。 

（三）金汇兑本位制 

金汇兑本位制又称“虚金本位制”，是一种持有金块本位制或金币本位制国家的

货币，准许本国货币无限制地兑换成该国货币的金本位制。在该制度下，国内只流通

银行券，银行券不能兑换黄金，只能兑换实行金块或金币本位制国家的货币。 

四、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制度 

1．纸币为本位货币，黄金非货币化； 

http://baike.baidu.com/view/20400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0394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882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6986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24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963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93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99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976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7748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7748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963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963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963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93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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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例题】 

纸币本位制下，如果同一市场上同时出现两种纸币，且法定价格与实际市场价格发

生背离，则会出现的现象是（   ）。 

A.劣币驱逐良币                          B.良币驱逐劣币 

C.不会影响                              D.以上都不对 

【答案】A。解析：格雷欣法则亦称劣币驱逐良币规律，指当金币与银币的实际价值

与名义价值相背离，从而使实际价值高于名义价值的货币（即良币）被收藏、熔化而退出

流通，实际价值低于名义价值的货币（即劣币）则充斥市场。 

 

【强化训练】 

1．规定黄金由政府储存，居民可在银行券达到规定的数额时才可兑换黄金的是哪种

货币制度？（   ） 

A.平行本位制                            B.金汇兑本位制 

C.金块本位制                            D.纸币本位制 

2．信用货币具有的特征是（   ）。（多选） 

A.是价值符号                            B.是负债货币 

C.可以任意发行                          D.国家强制性 

 

  

2．纸币不能兑换金银； 

3．纸币通过信用渠道发行，由法律强制流通； 

4．纸币发行可以自由变动，不受一国所拥有的金属数量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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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货币供求理论 

高频考点 3  货币需求 

 

一、货币需求的含义 

货币需求，就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社会各阶层（个人或家庭、企业单位、政府）

愿以货币形式持有财产的需要。把社会各阶层的货币需求加总起来，就是全社会的货

币需求。 

货币需求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货币的职能。 

经济学意义上的货币需求是一种能力与愿望的统一。当某人拥有一定量的财富总

额时，他愿意以货币这种资产形式来持有的那部分财富就构成了他对于货币的需求。

所以货币需求实际上是一种资产选择，或者说是财富分配行为。 

二、货币需求的决定因素 

1．收入：一是收入水平的高低；二是人们取得收入的时间间隔。 

2．利率：利率的高低决定了人们持币机会成本的大小。 

3．价格预期：当居民对价格预期较高时，即预期通货膨胀，往往会增加现期消费，

减少储蓄，居民的货币需求增加。当居民对利率预期较高时，往往选择减少当期储蓄，

持有货币，因此货币需求会增加。 

4．货币流通速度：货币流通速度与货币总需求呈反方向变动关系。 

5．金融资产选择：各种金融资产与货币需求之间有替代性。 

6．信用制度状况：信用制度发达意味着资产变现很容易，因此货币需求量会减少。 

7．其他因素：商品的供给总量、国家的政治形势、生活习惯等。 

三、货币需求理论 

（一）马克思关于流通中货币量的理论 

货币需求量公式： 

MV=PQ 

马克思货币需求理论从宏观的角度来分析货币需求。主要考察货币的流通手段职

能。该公式说明：商品流通决定货币流通，商品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由三个因素决

定：待售商品数量（Q）、商品价格（P）和货币的流通速度（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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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统货币数量论 

1．现金交易数量说 

20 世纪初，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提出了交易方程式，也被称为费雪方程式，

强调货币的交易手段职能，是从宏观角度分析货币需求。 

这一方程式为： 

MV=PT 

M：一定时期内流通中货币的平均量；V：货币流通速度；P：物价水平；T：一定

时期内各类商品的交易总量。 

根据这一方程，P 的值取决于 M、V、T。其中，M（货币需求量）是由模型之外的

因素所决定的外生变量；V 是由制度因素决定的，而制度因素变化缓慢，因而短期内

可视为常数；T 与产出水平保持一定的比例，也是大体稳定的。货币数量 M 的变动将

直接导致物价水平 P的同比例变动，但 P的变动对 M、V、T 没有影响，也就是说 P的

变动是结果而不是原因，故 M决定 P。 

2．现金余额说 

剑桥学派从微观角度分析货币需求，提出货币需求方程——剑桥方程式，强调货

币需求量与名义总收入成固定比 k，即： 

Md=k·Py 

Md：货币需求量；P：价格水平；Y：总收入；Py：名义总收入；k：人们愿意以货

币形式持有的财富占总财富的比例。 

结论： 

（1）剑桥方程式提到人们愿意以货币形式持有财富的比例，那么持有的这部分货

币退出了流通，所以注重货币的贮藏职能； 

（2）认为现金余额的变化是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主要因素（货币余额少，流通速

度快，货币余额多，流动速度慢，即 M 决定 V）； 

（3）现金余额学说分析了人们对货币需求的动机，这是货币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突

破。 

3．剑桥方程式与交易方程式的主要区别： 

（1）交易方程式重视货币的交易手段，重视货币流通速度以及经济社会等制度因

素，强调货币的支出；剑桥方程式重视货币作为一种资产的功能，重视人们持有货币

的动机，强调货币的持有。 

 

http://baike.baidu.com/view/45264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574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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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易方程式所指的货币数量是某一时期的货币流通量；而剑桥方程式所指的

货币数量是某一时点人们手中所持有的货币存量和存量占收入的比例。所以费雪方程

式又叫现金交易说，而剑桥方程式又叫现金余额说。 

（三）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 

1．凯恩斯在流动性偏好理论中提出，人们的货币需求由三大动机决定： 

（1）交易动机：指企业或个人为了应付日常的交易而愿意持有货币的动机。 

（2）预防动机：指企业或个人为了应付不测之需而持有货币的动机。 

（3）投机动机：指人们根据对市场利率变化的预测，需要持有货币以便满足从中

投机获利的动机。 

其中，由交易动机和预防动机决定的货币需求取决于收入水平；基于投机动机的

货币需求则取决于利率水平。因此，凯恩斯的货币需求函数如下： 

M=M1+M2=L1（Y）+L2（r） 

M1：由交易动机和预防动机决定的货币需求，是收入 Y 的函数； 

M2：投机性货币需求，是利率 r的函数； 

L：流动性偏好函数的代号，货币具有流动性，所以流动性偏好函数也就相当于货

币需求函数。 

2．凯恩斯的流动性陷阱：当一定时期的利率水平降低到不能再低时，人们就会产

生利率上升而债券价格下降的预期，货币需求弹性就会变得无限大，即无论增加多少

货币，都会被人们储存起来。发生流动性陷阱时，再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无法改变市场

利率，使得货币政策失效。 

3．凯恩斯的后继者们从两个方面推进了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 

（1）交易性货币需求理论的发展——平方根法则 

平方根法则又称“鲍莫尔模型”或“存货模型”。 

鲍莫尔认为，交易性货币需求不仅与收入正相关，还与利率负相关。 

（2）预防性货币需求理论的发展——立方根法则 

立方根法则又称“惠伦模型”。 

惠伦认为预防性货币需求，不仅与收入成正比还与利率呈反比关系。收入对预防

性货币需求的影响是通过净支出的方差间接表现出来的。 

（3）投机性货币需求理论的发展——资产选择理论 

http://baike.baidu.com/view/14263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79593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574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266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3200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320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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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认为，投机者对自己关于利率的预期通常是深信不疑的，会在货币和债券

之间进行选择，以期实现利益最大化。换言之，投机者只能选择货币和债券中的一种

形式持有自己的财富，但凯恩斯的分析无法解释现实经济生活中人们同时持有货币和

债券的现象。 

美国经济学家马科维茨在 1952年发表的《资产选择》一文中，指出投资者在选择

资产时，不仅要考虑预期的收益率，而且要考虑风险。因为高收益通常伴随着高风险。

因此，投资者的目标是在财富约束条件下，选择一组最佳的资产组合，以使其效用最

大化。 

美国经济学家詹姆士·托宾在 1958 年发表的《作为应付风险之行为的流动性偏好》

一文中，将资产选择理论应用于货币需求理论中，较好地解释了投机性动机引起的货

币需求问题。他将风险这一重要因素引入到货币需求决定中来，突破了过去经济学家

单纯从资产收益的角度考察货币需求的狭隘视野。 

（四）弗里德曼货币需求理论 

1．弗里德曼货币需求函数表达式 

弗里德曼以微观主体行为作为分析出发点，看重货币数量与物价水平之间的因果

联系，把货币看作是受到利率影响的一种资产，建立了独具特色的货币需求函数： 

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将影响货币需求的变量分为四类： 

第一：y——恒久收入，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实际收入，用来代表财富总量； 

第二：w——非人力财富占总财富的比率； 

第三：u——代表多种综合因素变量，短期内视为不变； 

第四：机会成本变量因素： 

rm：预期的货币名义收益率； 

rb：固定收益的债券收益率； 

re：非固定收益的债券（股票）收益率； 

 

 
 

  

  
：预期物价变动率即实物资产的名义收益率。 

2．弗里德曼货币需求函数的主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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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例题】 

根据凯恩斯流动性偏好理论，当预期利率上升时，人们就会（   ）。 

A.抛售债券而持有货币                    B.抛出货币而持有债券 

C.只持有货币                            D.只持有债券 

【答案】A。解析：利率和有价证券价格成反比，当利率上升，有价证券价格将会下

降，所以人们会抛出债券持有货币。 

 

【强化训练】 

1．弗里德曼认为，决定货币需求的收入因素是（   ）。 

A.现期收入                              B.持久性收入 

C.生命周期收入                          D.可支配收入 

2．凯恩斯认为，由交易动机和预防动机引起的货币需求主要取决于（   ）。 

A.利率                                  B.收入 

C.资本边际效率                          D.劳动边际效率 

 

  

（1）弗里德曼将恒久性收入 Y看做是货币需求的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由于恒久

性收入基本稳定且货币流通速度也相对稳定，故货币需求是相对稳定的。货币需求不

会随着产业周期的波动有较大的变动； 

（2）代表非人力财富占总财富比率的 w，它与货币需求负相关，这是货币主义列

出的独特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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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考点 4  货币供给 

 
  

  
   

           
 

一、货币供给 

货币供给：一定时期内一国银行系统向经济中投入、创造、扩张（或收缩）货币

的行为，是银行系统向经济中注入货币的过程。 

货币供给量：一国经济中被个人、企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持有的可用于各种交易

的货币总量。 

M= B •m 

M：货币供应量；B：基础货币；m：货币乘数。 

货币供给的主体：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 

其中，现金是中央银行供给的；存款形式的货币则是由商业银行供给的。 

二、基础货币 

基础货币，是指流通中的现金和银行准备金存款之和。通常又被称为货币基础。

同时由于基础货币中的银行准备金具有存款创造的功能，所以基础货币又称为高能货

币或强力货币。 

基础货币（B）=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R）+流通于银行体系之外的通货（C） 

三、货币乘数 

（一）货币乘数含义、公式 

货币乘数也称之为货币扩张系数或货币扩张乘数，是指在基础货币（高能货币）

基础上，货币供给量通过商业银行的创造存款货币功能产生派生存款的作用产生的信

用扩张倍数，是货币供给扩张的倍数。 

（二）影响货币乘数因素 

 

http://baike.baidu.com/view/13087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0913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0913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573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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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乘数的影响因素 

因素 内容 

法定存款准备金

率（rd）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越高，银行存款中可用于放款的资金越少，创造存款货币

的数量就越少；反之创造存款货币的数量就越多 

现金漏损率（c） 

如果在存款派生过程中有客户提取现金，则现金就会流出银行系统，出现现

金漏损，使银行系统的存款准备金减少，派生倍数相应缩小，银行创造存款

的能力下降 

超额准备金率

（e） 

银行留有的超过法定准备金部分的超额准备金越多，用于贷款的部分就越

少，银行创造存款的能力就越弱 

定期存款的存款

准备金率（rt） 

一般定期存款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低，活期存款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高，当

企业的活期存款转化为定期存款时，银行对定期存款也要按一定的法定准备

金率（rt）提留准备金，所以定期存款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rt）和定期存款

占活期存款的比例（t）的变动，可视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rd）的进一步调

整，按照 rt·t 所提存的准备金用于支持定期存款，会使活期存款创造规模下

降，对货币乘数 m 产生影响 

从货币乘数来看，央行决定法定存款准备率 rd和 rt，并影响超额准备金率 e，商业

银行决定超额准备金率 e，储户决定 c和 t。 

四、影响基础货币、货币乘数及货币供给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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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例题】 

我国基础货币由（   ）构成。（多选） 

A.金融机构存入中国人民银行的存款准备金 

B.居民存入银行的定期存款 

C.流通中的现金 

D.金融机构库存现金 

E.证券公司保证金存款 

【答案】ACD。解析：基础货币也称高能货币，是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由金融机构

存入中国人民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流通中的现金、金融机构库存现金构成。 

 

【强化训练】 

1．货币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某国去年的商品价格总额为 16万亿元，

流通中需要的货币量为 2万亿元。假如今年该国商品价格总额增长 10%，其他条件不变，

理论上今年流通中需要的货币量为（   ）。 

A.1.8万亿元        B.2万亿元    

C.2.2万亿元        D.2.4万亿元 

2．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r=11%，现金漏损率 h=5%，那么存款乘

数为（   ）。 

A.2.25    B.4.75    C.6.25    D.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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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为实现其宏观经济目标所采取的调节货币、信用和利率等变

量的方针和措施的总称。货币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是中央银行。一个完整的货币

政策包括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中介指标、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货币

政策效果等内容。 

高频考点 5  货币政策工具 

 

一、货币政策工具含义 

货币政策工具，指中央银行为实现货币政策目标所运用的策略手段。中央银行的

政策工具主要有一般性的工具、选择性的工具和补充性工具等。 

二、货币政策工具的分类 

（一）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 

主要包括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政策以及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这三者并称为

“三大法宝”。 

1．公开市场业务 

（1）定义 

中央银行在金融市场上卖出或买进有价证券，吞吐基础货币，以改变商业银行等存

款金融机构的可用资金，进而影响货币供应量和利率，是一国中央银行最常用的货币政

策工具。中国人民银行从 2003 年开始面向商业银行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公开市场业务

发挥作用的先决条件是证券市场必须高度发达，并具有相当的深度、广度和弹性等特征。 

（2）特点 

具有主动性、灵活性和时效性等特点： 

第一，央行可以“相机抉择”，主动调整而非被动接受。 

第二，该政策弹性大，灵活，可逆向操作。 

第三，公开市场业务可以按较小规模操作，这使中央银行可以准确地调整银行存

款准备金。 

（3）操作路径 

经济萧条：买进债券→M→r→I、C 

经济过热：卖出债券→M→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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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再贴现政策 

（1）相关定义 

再贴现指金融机构为取得资金，将未到期贴现的商业汇票以贴现方式向中央银行

转让票据的行为。再贴现政策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通过再贴现率的调整影响商业银

行融入资金的成本，二是规定再贴现票据的种类，影响商业银行及全社会的资金投向，

促进资金的高效流动。（我国于 1986 年正式开展对商业银行的再贴现业务） 

再贴现率就是中央银行规定的，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提请贴现时的利息率。 

（2）特点 

第一，是一种短期利率。在我国，再贴现的期限最长不超过 4个月。 

第二，是一种官定利率。 

第三，是一种标准利率或最低利率。 

再贴现率作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工具，其目的是影响商业银行的融资成本和起到

告示作用。优点是灵活性强，缺点是中央银行在采用该政策时处于被动地位，往往不

能取得预期效果。 

（3）操作路径： 

经济萧条：降低再贴现率→M→r→I、C 

经济过热：提高再贴现率→M→r→I、C 

3．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1）定义：指一国中央银行规定的商业银行和存款金融机构必须缴存中央银行的

法定准备金占其存款总额的比率。 

（2）优劣势 

①优势：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操作简单，效果明显。 

②劣势：法定准备金率的微小变动会引起社会货币供应总量的急剧变动，迫使商

业银行急剧调整自己的信贷规模，从而给社会经济带来激烈的振荡。 

（3）操作路径 

经济萧条：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M→r→I、C 

经济过热：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M→r→I、C 

（二）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 

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是指有选择地对某些特殊领域的信用加以调节和影响的措

施。主要有：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A4%AE%E9%93%B6%E8%A1%8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5%86%E4%B8%9A%E9%93%B6%E8%A1%8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3%95%E5%AE%9A%E5%87%86%E5%A4%87%E9%8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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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例题】 

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卖出政府债券是企图（   ）。 

A.收集一笔资金帮助政府弥补财政赤字 

B.减少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 

C.减少流通中基础货币以紧缩货币供给 

D.通过买卖债券获取差价利益 

【答案】C。解析：中央银行卖出债券是紧缩的货币政策，减少基础货币，缩紧货币

供应量。 

 

1．消费者信用控制 

指中央银行对不动产以外的各种耐用消费品的销售融资予以控制。 

2．证券市场信用控制 

指中央银行对有关证券交易的各种贷款进行限制，目的在于抑制过度投机。 

3．不动产信用控制 

指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在房地产方面放款的限制性措施，以抑制房地产投机。 

4．优惠利率 

优惠利率是中央银行对国家重点发展的经济部门或产业所采取的鼓励性措施。优

惠利率不只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采用，发达国家也普遍采用。 

5．预缴进口保证金 

指中央银行要求进口商预缴相当于进口商品总值一定比例的存款，以抑制进口过

快增长。预缴进口保证金多为国际收支经常出现赤字的国家所采用。 

（三）补充性货币政策工具 

1．直接信用控制 

直接信用控制指从质和量两个方面，以行政命令或其他方式直接对金融机构尤其

是商业银行的信用活动所进行的控制，其手段包括利率最高限、信用配额、流动性比

率和直接干预等。 

2．间接信用指导 

间接信用指导指中央银行通过道义劝告、窗口指导等办法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信

用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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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训练】 

1．对通货紧缩的治理，通常应该采取的货币政策是（   ）。 

A.刚性                

B.弹性                

C.扩张性              

D.紧缩性 

2．市场利率提高，银行的准备金会（   ）。 

A.增加                                   

B.减少 

C.不变                                   

D.以上几种情况都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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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考点 6  货币政策目标 

 

一、操作目标 

操作目标的选择要符合可测性、可控性及相关性三个标准。 

从西方各主要工业化国家中央银行的操作实践看，经常被选作操作目标的主要有

短期货币市场利率，银行准备金及基础货币等。 

1．短期货币市场利率 

经常被选作操作目标的短期利率是银行同业拆借利率。 

2．银行准备金 

银行准备金是指商业银行和其他存款机构在中央银行的存款余额及其持有的库存

现金。银行准备金的主要特点是不生息，或只有很低的利息。 

3．基础货币 

二、中介目标 

1．货币政策中介指标 

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是介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工具与货币政策终极目标之间的目

标，是为实现货币政策目标而选定的中间性或传导性的金融变量。 

2．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标准 

可测性、可控性、相关性、抗干扰性。 

3．中介指标 

常用的中介指标主要包括长期利率、货币供应量以及银行信贷规模。 

三、最终目标 

1．稳定物价 

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 

2．充分就业 

将失业率降到一个社会能够承受的水平。 

3．经济增长 

经济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始终处于稳定增长的状态中，一个时期比另一个时期更

好一些，不出现大起大落，不出现衰退。 

4．国际收支平衡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B1%E4%B8%9A%E7%8E%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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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例题】 

货币政策四大目标之间存在矛盾，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同时实现是很困难的，但其中

（   ）的目标是一致的。 

A.充分就业与经济增长                     

B.经济增长与国际收入平衡 

C.物价稳定与经济增长                     

D.物价稳定与经济增长 

【答案】A。解析：货币政策四大目标之间充分就业与经济增长是一致的，其他的是

矛盾的。 

 

【强化训练】 

1．现阶段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   ）。 

A.保持币值稳定 

B.充分就业 

努力实现一个国家对外经济往来中的全部货币收入和货币支出大体平衡或略有顺

差、略有逆差。避免长期的大量顺差或逆差，使国际收支经常处于大体平衡。判断失

衡与否主要看自主性交易平衡与否，是否需要调节性交易来弥补。 

总结： 

货币政策目标体系 

操作目标 中介目标 最终目标 

短期货币市场利率 

银行准备金 

基础货币 

长期利率 

货币供应量 

银行信贷规模 

经济增长 

物价稳定 

充分就业 

国际收支平衡 

四、货币政策目标的选择 

各国货币政策的目标，表述有差异。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货币政策的目标也

在演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确定的货币政策目标为：“保持货币币值的

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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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保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 

D.国际收支平衡 

2．物价稳定的前提或实质是（   ）。 

A.经济增长                              B.币值稳定 

C.充分就业                              D.国际收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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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国际收支 

高频考点 7  国际收支概述 

 

一、国际收支的概念 

国际收支是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之间进行的全部经济

交易的系统记录。它包括对外贸易状况、对外投资状况，是贸易和投资以及其他国际

经济交往的总和。既包括用外汇收付的经济交易，也包括以实物、技术形式进行的经

济交易。狭义的国际收支特指外汇收支。 

二、国际收支平衡表 

（一）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编制原则 

1．复式记账原则 

2．权责发生制 

3．按照市场价格记录 

4．所有的记账单位一般要折合为同一种货币 

【注】在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各种实物和资产的往来均以美元作为计算单

位。 

（二）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用途 

1．进行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分析 

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分析，重点是分析国际收支差额，并找出原因，以便采取相应

对策，扭转不平衡状况。 

2．进行国际收支结构分析 

对国际收支结构进行分析，可以揭示各个项目在国际收支中的地位和作用，从结

构变化中发现问题找出原因，为指导对外经济活动提供依据。 

（三）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内容 

国际收支平衡表主要包含三部分内容：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净误差与遗

漏项目。 

1．经常项目：又称为往来项目，是国际收支中最基本、最主要的项目。 

（1）货物贸易（贸易收支）：是指由于商品的进出口而引起的货币收支，是经常

项目中最重要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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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服务贸易：是一国对外提供或接受劳务所发生的货币收支。 

（3）收益项目：包括职工报酬和投资收益两项。 

（4）经常转移：是指不以获取收入或者支出为目的的单方面交易行为，包括侨汇、

无偿援助和捐赠、国际组织收支及居民收支等。 

2．资本和金融项目 

（1）资本项目 

资本项目记录的是资本性质的转移和非生产性、非金融性资产的获得或者出让。 

（2）金融项目 

金融项目记录的是一国对外资产和负债的所有权变动的所有交易，分为非储备性

质的金融账户和储备资产。 

①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 

包括直接投资、证券投资、金融衍生工具和其他投资四项。 

②储备资产 

由中央银行持有，也有的是由财政部门持有，并可随时直接使用的金融资产，包

括货币性黄金储备、外汇储备、特别提款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头寸以及其

他债权。 

3．净误差与遗漏项目：人为的平衡项目，主要用于平衡收支表上借贷项目。当贷

方大于借方时，将差额列入该项目的借方，反之列入贷方。 

（四）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差额 

1．贸易账户差额 

2．经常账户差额 

3．基本账户差额：包括经常账户与长期资本账户所形成的余额。 

4．综合账户差额：包括经常账户和资本与金融账户中的大部分分项，仅将官方储

备剔除在外后形成的余额，综合账户差额常用来衡量国际支付对一国储备造成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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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例题】 

下列关于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说法中，正确的一项是（   ）。 

A.记账时，凡是引起外汇流出的项目应记入该项目的贷方 

B.它通常以本国货币作为记账单位 

C.一般情况下，它采用复式记账原则：“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 

D.它是一国根据国内经济交易内容和范围设置项目和账户并对各笔交易进行分类、

汇总而编制的分析性报表 

【答案】C。解析：引起外汇流出的项目应记入该项目的借方，引起外汇流入的项目

应记入该项目的贷方，所以 A错误；它既可以以本国货币为记账单位，也可用国际通用货

币，所以 B错误；国际收支平衡表是一国根据交易内容和范围设置项目和账户，并按照复

 

5．官方结算差额 

（1）官方结算差额的含义 

官方结算差额是经常账户交易、长期资本流动和私人短期资本流动的结果，它将

官方短期资本流动和官方储备变动作为线下交易。 

（2）官方结算差额分析 

①当官方结算差额为盈余时，可以通过增加官方储备，或者本国货币当局向外国

贷款进行平衡； 

②当官方结算差额为赤字时，可以通过减少官方储备，或者本国货币当局向外国

借款进行平衡。 

③官方的短期对外借款或贷款可以缓冲收支不平衡对官方储备变动的压力。 

④官方除了动用官方储备外，还可以通过短期对外借款或贷款来弥补收支不平衡

并稳定汇率。官方结算差额衡量了一国货币当局所愿意弥补的国际收支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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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记账法对一定时期内的国际经济交易进行系统的记录，对各笔交易进行分类、汇总而编

制出的统计性报表，所以 D错误。 

 

【强化训练】 

1．在衡量国际收支状况的指标中，反映实际资源跨国转移状况的是（   ）。 

A.贸易差额                              B.经常账户差额 

C.储备资产差额                          D.综合差额 

2．反映一定时期一个国家或地区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全部经济交易流量情况的

是（   ）。 

A.国际收支                              B.外汇储备 

C.贸易顺差                              D.贸易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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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考点 8  国际收支失衡

 

一、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 

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原因分为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一般原因包括周期性不平衡、

货币性不平衡、结构性不平衡、收入性不平衡和临时性不平衡。特殊原因包括发展中

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特殊原因。 

二、国际收支失衡的影响 

国际收支失衡主要是指国际收支顺差和国际收支逆差。 

（一）国际收支顺差 

1．持续性顺差会使一国所持有的外国货币资金增加，或者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发生

抢购本国货币的情况，这就必然产生对本国货币需求量的增加，由于市场法则的作用，

本国货币对外国货币的汇价就会上涨，不利于本国商品的出口，对本国经济的增长产

生不良影响。 

2．持续性顺差会导致一国通货膨胀压力加大。 

3．一国国际收支持续顺差容易引起国际摩擦，而不利于国际经济关系的发展。 

（二）国际收支逆差 

1．不利于对外经济交往。存在国际收支持续逆差的国家会增加对外汇的需求，而

外汇的供给不足，从而促使外汇汇率上升，本币贬值，本币的国际地位降低，可能导

致短期资本外逃，从而对本国的对外经济交往带来不利影响。 

2．如果一国长期处于逆差状态，不仅会严重消耗一国的储备资产，影响其金融实

力，而且还会使该国的偿债能力降低，如果陷入债务困境不能自拔，这又会进一步影

响本国的经济和金融实力，并失去在国际间的信誉。 

三、国际收支失衡的调节机制 

（一）自动调节机制 

1．货币—价格机制：货币—价格机制的较早阐述者是 18 世纪英国哲学家和经济

学家大卫·休谟。该理论也被称为价格—现金流动机制。 

在休谟时代，金属铸币参与流通，其基本机制：当一国出现国际收支逆差时，对外支

付大于收入，货币外流，国内物价水平下降，由此导致本国出口商品相对便宜，进口商品

相对昂贵，从而出口增加，进口减少，贸易差额得到改善。出现顺差，情况刚好相反。 

 

http://baike.so.com/doc/6803736-7020633.html
http://baike.so.com/doc/2187575-2314590.html
http://baike.so.com/doc/1448347-1531022.html
http://baike.so.com/doc/3872430-4065251.html
http://baike.so.com/doc/3872430-40652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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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例题】 

国际收支平衡是指（   ）。 

A.一国对于其他国家的货币收入和货币支出绝对平衡 

B.一国对于其他国家的货币收入和货币支出基本平衡，略有逆差 

C.一国对于其他国家的货币收入和货币支出基本平衡，略有顺差 

D.一国对于其他国家的货币收入和货币支出基本平衡，略有顺差或略有逆差 

【答案】D。解析：国际收支平衡，指一国国际收支净额即净出口与净资本流出的差

额为零。即：一国对于其他国家的货币收入和货币支出基本平衡，可略有差额。 

 

【强化训练】 

1．国际收支出现巨额逆差时，会导致（   ）。 

A.本币汇率贬值，资本流入                 

B.本币汇率升值，资本流出 

2．收入机制：当一国出现国际收支逆差时，对外支付增加，国民收入水平下降。

国民收入水平的下降，进一步引起社会总需求的下降，进而进口需求的下降，从而贸

易收支得到改善。出现顺差，情况相反。 

3．利率机制：当一国出现国际收支逆差时，本国货币的存量相对减少，利率上升；

而利率上升，表明本国金融资产的收益率上升，从而对本国金融资产的需求相对上升，

对外国金融资产的需求相对减少，资金外流减少或资金内流增加，国际收支改善。 

（二）政策调节工具 

1．财政政策：一国财政部门用扩大或缩小财政开支和提高或降低税率的方法来平

衡国际收支。 

2．货币政策：中央银行通过改变再贴现政策和存款准备金政策，影响利率或信贷

规模，从而达到平衡国际收支的目的。 

3．汇率政策：一国通过汇率的调整来实现国际收支平衡。 

4．外汇缓冲政策：一国中央银行通过买卖黄金和外汇储备，来影响国际收支不平

衡形成的外汇供求缺口。 

5．直接管制：政府通过发布行政命令，对国际经济交易进行行政干预，以求国际

收支平衡，直接管制往往对失衡的调节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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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本币汇率升值，资本流入                 

D.本币汇率贬值，资本流出 

2．当一国出现国际收支顺差时，该国货币当局会投放本币，收购外汇，从而导致（   ）。 

A.外汇储备增多，通货膨胀                 

B.外汇储备增多，通货紧缩 

C.外汇储备减少，通货膨胀                 

D.外汇储备减少，通货紧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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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外汇 

高频考点 9  外汇的概念 

 

一、外汇的含义 

外汇的概念有静态和动态之分。动态外汇，是指把一国货币兑换成为另一国货币

以清偿国际间债务的金融活动，当外汇一词表示动态外汇时，它就等同于国际间汇兑。

静态的外汇又分广义和狭义。 

1．广义 

广义的外汇指的是一国拥有的一切以外币表示的资产，是指货币在各国间的流动

以及把一个国家的货币兑换成另一个国家的货币，借以清偿国际间债权、债务关系的

一种专门性的经营活动。 

2．狭义 

狭义的外汇指的是以外国货币表示的，为各国普遍接受的，可用于国际间债权债

务结算的各种支付手段。必须具备三个特点：可支付性即普遍接受性（必须是各国普

遍接受的支付手段和可用作对外支付的金融资产）、可兑换性（必须是可以自由兑换

为其他支付手段的外币资产或者其他信用工具进行多边支付）和可获得性（必须是在

国外能够得到补偿的货币债权，具有可靠的物质偿付保证）。 

二、外汇的构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规定，外汇是指下列以外币表示的可以用作国

际清偿的支付手段和资产，外汇是非主权货币： 

1．外币现钞，包括纸币、铸币； 

2．外币支付凭证或者支付工具，包括票据、银行存款凭证、银行卡等； 

3．外币有价证券，包括债券、股票等； 

4．特别提款权； 

5．其他外汇资产。 

现钞和现汇是外汇的两种不同形式。现汇（2-5）是指从国外银行汇到国内的外币

存款以及外币汇票、本票、旅行支票等银行可以通过电子划算直接入账的国际结算凭

证。现钞指的是外币钞票，包括纸币、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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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汇的分类 

（一）根据外汇是否可自由兑换 

①自由外汇。它是指无需外汇管理当局批准，可以自由兑换成其他国家货币或用

于对第三国支付的外汇。换句话说，凡在国际经济领域可自由兑换、自由流动、自由

转让的外币或外币支付手段，均称为自由外汇。例如：美元、英镑、日元、欧元、瑞

士法郎等货币以及以这些货币表示的支票、汇票、股票、公债等都是自由外汇。 

②记账外汇。它又称为协定外汇或双边外汇，是指在两国政府间签订的支付协定

项目中使用的外汇，不经货币发行国批准，不准自由兑换成他国货币，也不能对第三

国进行支付。记账外汇只能根据协定在两国间使用，协定规定双方计价结算的货币可

以是甲国货币，乙国货币或第三国货币；通过双方银行开立专门账户记载，年度终了

时发生的顺差或逆差，通过友好协商解决，或是转入下一年度，或是用自由外汇或货

物清偿。记账外汇的特点是：它只能记载在双方银行的账户上，用于两国间的支付，

既不能兑换成他国货币，也不能拨给第三者使用。 

（二）根据外汇的来源和用途不同 

①贸易外汇。它是指进出口贸易所收付的外汇，包括货物及相关的从属费用，如

运费、保险费、宣传费、推销费用等。由于国际经济交往的主要内容就是国际贸易，

贸易外汇是一个国家外汇的主要来源与用途。 

②非贸易外汇。它是指除进出口贸易和资本输出、输入以外的其他各方面所收付

的外汇，包括劳务外汇、侨汇、捐赠外汇和援助外汇等。一般来说，非贸易外汇是一

国外汇的次要来源与用途；也有个别国家例外，如瑞士，非贸易外汇是其外汇的主要

来源与主要用途。 

（三）根据外汇的交割期限 

①即期外汇，又称现汇。是指外汇买卖成交后，在当日或在两个营业日内办理交

割的外汇。所谓交割是指本币的所有者与外币所有者互相交换其本币的所有权和外币

的所有权的行为，即外汇买卖中的实际支付。 

②远期外汇，又称期汇。是指买卖双方不需即时交割，而仅仅签订一纸买卖合同，

预定将来在某一时间(在两个营业日以后)进行交割的外汇。远期外汇，通常是由国际贸

易结算中的远期付款条件引起的；买卖远期外汇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避免或减少由于汇

率变动所造成的风险损失。远期外汇的交割期限从 1个月到 1年不等，通常是 3-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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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根据外汇管理对象 

①居民外汇指居住在本国境内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部队和个人，以各种

形式所持有的外汇。居民通常指在某国或地区居住期达一年以上者，但是外交使节及

国际机构工作人员不能列为居住国居民。各国一般对居民外汇管理较严。   

②非居民外汇指暂时在某国或某地区居住者所持有的外汇，如外国侨民、旅游者、

留学生、国际机构和组织的工作人员、外交使节等以各种形式持有的外汇。在我国，

对非居民的外汇管理比较松，允许其自由进出国境。 

四、外汇的作用 

1．促进国际间的经济、贸易的发展。 

2．调剂国际间资金余缺。 

3．是一个国家国际储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清偿国际债务的主要支付手段。 

五、外汇管制 

（一）外汇管制的含义 

外汇管制是指一国政府为平衡国际收支和维持本国货币汇率而对外汇进出实行的

限制性措施。在中国又称外汇管理。一国政府通过法令对国际结算和外汇买卖进行限

制的一种限制进口的国际贸易政策。 

（二）外汇管制的主要内容 

1.外汇资金收入与运用的管制 

（1）对贸易外汇的管制 

①对出口外汇收入的管制 

实行比较严格外汇管制的国家，对于出口收汇一般都规定出口商必须将其所得外

汇结售给国家指定的银行，也就是说出口商必须向外汇管理机构申报出口价款、结算

所使用的货币、支付方式和期限等。在收到出口货款后又必须向外汇管理机构申报,

并按官方汇率按管理规定将全部或部分外汇结售给外汇指定银行。此外许多国家为了

鼓励出口，实行出口退税、出口信贷等措施,而对一些国内急需的、供应不足的或对国

计民生有重大影响的商品、技术及战略物资则要限制出口，通常实行出口许可证制度。 

②对进口付汇的管制 

实行严格外汇管制国家,为了限制某些商品进口减少外汇支出,一般采取的措施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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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进口存款预交制。它是指进口商在进口某种商品时,应向指定银行预存一定

数额的进口货款,银行不付利息，数额根据进口商品类别或所属国别按一定比例确定。 

其二，进口许可证制。它是指进口商只有取得有关当局签发的进口许可证才能购

买进口所需的外汇。进口许可证的签发通常要考虑进口数量、进口商品的结构、进口

商品的生产国别、进口支付条件等。 

（2）对非贸易外汇的管制 

对非贸易外汇的管理一般采取的方式有：直接限制、最高限额、登记制度、特别

批准。 

（3）对资本输出输入的管制 

资本项目是国际收支的一个重要内容，所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非

常重视资本的输出输入，并根据不同的需要对资本输出输入实行不同程度的管理。发

展中国家由于外汇资金短缺，一般对资本输入都实行各种优惠政策，以吸引有利于本

国经济发展的外资。例如对外商投资企业给予税收减免的优惠并允许其汇出利润等。

为保证资本输入的效果，有些发展中国家采取了如下措施: 

①规定资本输入的额度、期限和投资部门； 

②从国外借款的一定比例要在一定期限内存放在外汇银行； 

③银行从国外借款不能超过其资本与准备金的一定比例； 

④规定接受外国投资的最低限额等。以前发展中国家都严格限制资本输出，一般

不允许个人和企业自由输出（或汇出）外汇资金。但是近年来，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

和贸易集团化趋势的出现，不少发展中国家开始积极向海外投资，以期通过直接投资

来打破地区封锁，带动本国出口贸易的增长，例如拉美国家、东盟各国、韩国和中国

近年来的海外投资十分活跃，放松了资本输出的外汇管制。 

2.货币兑换管理 

货币兑换管理是外汇管理最基本、最主要的内容。实施货币兑换管制的原因主要

有：外汇短缺、金融秩序混乱、国内外经济体制不同、国内外价格体系存在差异等。 

（1）货币的兑换性 

货币按其兑换性分为不可兑换货币、可兑换货币和自由兑换货币。实行严格外汇

管制的国家不管是在经常账户下还是资本账户下都严格限制本币兑换成外币和外币兑

换成本币，该国货币就称为不可兑换货币；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一国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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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贸易账户和非贸易账户下的货币自由兑换，即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则该国的货

币被列为可兑换货币；自由兑换货币是指在外汇市场上能自由地用本国货币兑换成某

种外国货币或用某种外国货币兑换成本国货币，即实现了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自由

兑换。 

（2）经常项目下货币可兑换的设计和内容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定，一旦成员国外汇管理制度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协定第八条的要求，其货币就可以称为可兑换货币、也就是实现了经常账户下的可兑

换。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的内容主要集中反映在第 2、3、4 款上，其主要内容为： 

①避免对经常性支付或转移的限制。各会员国未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同意，不

得对国际经常往来的付款和资金转移实施汇兑限制。 

②不得实行歧视性货币措施或多重汇率措施。 

③兑付外国持有的本国货币。任何一个成员国均有义务购回其他成员国所持有的

本国货币结存，只需兑换的国家能证明这种结存是由最近的经常性交易所获得的，或

者这种兑换是为了支付经常性交易所需要的。 

3.对黄金、现钞输出输入的管制 

实行严格外汇管制的国家对黄金交易也进行管制，一般不准私自输出输入黄金，

由中央银行独家办理黄金的买卖和输出输入。对现钞管理习惯的做法是对携带本国货

币出境规定限额和用途，有时甚至禁止携带本国货币出境以防止本国货币输出用于商

品进口和资本的外逃以及冲击本国货币。 

4.汇率的管理 

汇率管理有直接管理和间接管理两种方法。 

直接管理汇率是指一国政府指定某一部门制定、调整和公布汇率,这一官方汇率对

整个外汇交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即各项外汇收支都须以此汇率为基础。实行复汇率

制度也是直接管理的方法之一。在经济欠发达、市场机制发育不健全、缺乏有效市场

调控机制的国家,常常采用复汇率制度等直接带有行政色彩的方式来管理汇率。复汇率

的形式有多种，按复汇率使用对象可分为经常账户汇率和资本账户汇率，前者称为贸

易汇率后者称为金融汇率，为稳定进出口和货物价格，政府对贸易和非贸易汇率分别

实施干预，使其稳定在目标汇率水平上。复汇率根据其适用对象不同还可按行业或进

出口商品不同进行划分，比如传统出口商品用一种汇率，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采用另一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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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等。复汇率按其表现形式不同又有公开和隐蔽的两种，例如对出口企业创汇实行

不同的外汇留成比例，并允许企业按高于指定的结汇价售出，这就形成了事实上的多

种汇率。复汇率一般起着“奖出限入”的作用，是经济欠发达的国家或出口创汇能力

低的国家调节国际收支逆差的重要手段。但实行复汇率制度，造成管理成本较高、外

汇管理比较复杂，还造成价格扭曲不利于公平竞争。 

间接管理汇率是指政府有关部门利用外汇市场买卖外汇、以影响外汇供求关系、

控制汇率变动的方法。采用间接管理方式，需要建立外汇平准基金，运用外汇平准基

金买卖外汇干预供求关系，或者直接利用外汇储备干预外汇市场。 

（三）外汇管制的方法 

从各国外汇管制的内容和运作过程来看，外汇管制的方法分为两大类：根据外汇

管制的作用来分，分为直接管制与间接管制；根据外汇管制的约束形式来分，分为数

量管制、价格管制和综合管制三种形式。 

1.直接管制指由主管外汇管制的政府部门对外汇交易直接地接触、强制性地加以

控制的一种形式。具体地的说，是对外汇买卖和汇率实行直接干预与控制，带有刚性

和强制性特征，产生最为直接的效果。 

一般情况下，一国只有在政治、经济动荡不安或汇率波动十分激烈时，才对全部

或部分外汇收支活动，特别是属于敏感的项目实施最为严厉的管制措施，以此来影响

汇率和平衡国际收支。例如，由政府规定各项外汇收支按什么汇率结汇，以达到奖出

限入的目的。 

2.间接管制是指通过其他一些途径，如采用外汇缓冲政策，间接控制外汇的收支

与稳定汇率，进而影响外汇供求或交易数量。 

一般做法是，各国中央银行建立外汇平准基金或外汇稳定基金。基金构成包括外

汇、本国货币及黄金等。中央银行利用这个缓冲体进行市场操作，即利用基金进入外

汇市场买卖外汇、本币或黄金，由此影响或调节外汇供求。 

这种管制，对国际收支短期性逆差效果较好，但对长期性逆差效果并不明显。 

3.数量管制指政府对外汇买卖和进出国境的数量实行控制。 

数量性外汇管制，是指国家外汇管理机构对外汇买卖的数量直接进行限制分配，

旨在集中外汇收入，控制外汇支出，实行外汇分配，以达到限制进口商品品种、数量

和国别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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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数量管制的特点，一是超限额限制，包括对收支限制和出入境限制；二是限

买不限卖，只限制居民申请外汇，而不限制居民向国家出售外汇。目前，数量管制集

中在五个方面，即进出口贸易外汇管制、非贸易外汇管制、资本输出入管制、非居民

存款帐户的管制以及黄金输出入的管制。 

4.价格管制也称成本管制，是对对外贸易的汇价或进出口商品价格进行管制。 

这种价格管制的形式主要有： 

（1）规定法定的差别汇率。政府用法令规定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不同汇率，对出口

商品采取高 

汇率政策，对进口国计民生必须的商品，确定优惠的汇率，而对奢侈品进口，则

以较高汇率供给外汇。 

（2）外汇转移的制度。出口商按法定汇率向中央银行结售外汇时，除取得本币外，

还向中央银行领取外汇转移证明，以便到外汇市场上出售转移证明而从中多得一部分

汇率上的补贴。 

（3）混合复汇率制。外汇管理机构允许部分外汇收入按法定汇率向指定银行结汇，

其余部分则可任其按更高汇率在自由市场上出售，是外汇收入者得到更多的收益。 

5.综合管制是指同时采用上述几种措施，控制外汇交易的一种方法。 

六、结汇、购汇和售汇 

1.结汇 

结汇是就是个人从境外通过贸易或者其他合法手段获得的、拥有完全所有权且可

以自由支配的外汇收入与指定银行、货币兑换机构根据交易行为发生之日的汇率兑换

等值人民币的行为--这种把外币依法兑换成人民币的行为叫做“结汇”。通俗一点来

说就是外币兑换成人民币。 

2.售汇 

售汇是指外汇指定银行将外汇卖给用汇单位和个人，按一定的汇率收取本币的行

为。从用汇单位和个人的角度来讲，售汇又称购汇。  

3.购汇 

购汇是指购现钞是用本币现金兑换外币现金，手续费上要比购汇略高些，这一点

在中国银行每日发布的外汇卖出价(银行卖给客户的价格)和现钞卖出价中可以体现出

来。 

结汇和售汇区别简单说就是外币换人民币叫结汇，而人民币换外币叫做售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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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例题】 

人们通常所说的外汇指的就是（   ）。 

A.动态外汇                              B.静态外汇 

C.广义外汇                              D.狭义静态外汇 

【答案】D。解析：人们通常所说的外汇指的是狭义外汇。 

 

【强化训练】 

1．下列属于外汇的是（   ）。 

A.国内某出口商持有的阿根廷比索存款账户 

B.国内居民的人民币存款 

C.国内某公司持有的美元国库券 

D.以上都不是 

2．广义的外汇是指一切以外币表示的（   ）。 

A.金融资产                              B.外汇资产 

C.外国货币                              D.外国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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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考点 10  外汇的价格 

 

一、汇率及汇率的标价方法 

（一）汇率的含义 

汇率也称为汇价，即外汇的价格，是指用一个国家的货币折算成另一个国家的货

币的比价。 

（二）汇率标价法 

汇率的标价方法有两种，分别是直接标价法和间接标价法。 

直接标价法（应付标价法）是以一定单位的外国货币为标准来计算应付出多少单

位本国货币。 

间接标价法（应收标价法）是以一定单位的本国货币为标准来计算应收若干单位

的外国货币。 

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采用直接标价的方法，实行间接标价法的国家主要是英

国和美国。 

二、汇率的分类 

1．按照银行买卖外汇的角度划分为：买入汇率、卖出汇率、中间汇率和现钞汇率； 

2．按照银行的付汇方式划分为：电汇汇率、信汇汇率和票汇汇率； 

3．按照制定汇率的方法划分为：基本汇率和套算汇率； 

4．按照对外汇管理的宽严程度划分为：官方汇率、市场汇率和黑市汇率； 

5．按照外汇买卖交割期限划分为：即期汇率和远期汇率； 

6．按照汇率制度的不同分为：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 

7．按照有无通货膨胀划分为：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 

【注】：升贴水 

即期=远期：平价 

即期＞远期：贴水 

即期＜远期：升水 

直接标价法下——远期＝即期＋升水数或即期－贴水数 

间接标价法下——远期＝即期－升水数或即期＋贴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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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币值的低估和高估 

当两国的物价水平或两国的劳动生产率、工资水平发生变化而名义汇率没有发生

变化，或者反过来两国的物价水平、劳动生产率、工资水平没有发生变化而名义汇率

发生了变化，两国货币的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就会互相背离，币值被扭曲，就产生了

币值（名义汇率）低估或高估的概念。 

本币币值（名义汇率）低估相当于本币实际贬值（实际汇率下降），本币（名义

汇率）高估相当于本地实际升值（实际汇率上升）。 

四、影响汇率的因素 

1．国际收支。如果一国国际收支为顺差，则外汇收入大于外汇支出，外汇储备增

加，该国对于外汇的供给大于对外汇的需求，同时外国对于该国货币需求增加，则该

国外汇汇率下降，本币对外升值；如果为逆差，反之。 

2．通货膨胀率。任何一个国家都有通货膨胀，如果本国通货膨胀率相对于外国高，

则本国货币对外贬值，外汇汇率上升。 

3．利率。利率水平对于外汇汇率的影响是通过不同国家的利率水平的不同，促使

短期资金流动导致外汇需求变动。如果一国利率提高，外国对于该国货币需求增加，

该国货币升值，则本币汇率上升。 

4．经济增长率。如果一国为高经济增长率，则该国货币汇率高。 

5．财政赤字。如果一国的财政预算出现巨额赤字，则其货币汇率将下降。为了弥

补财政赤字，政府可能采取两种途径：一是增发货币，这样将引发通货膨胀,由前所述,

将导致该国货币汇率贬值；二是发行国债，从长期看这将导致更大幅度的物价上涨，

也会引起该国货币汇率下降。 

6．外汇储备。如果一国外汇储备高，则该国货币汇率将升高。 

7．投资者的心理预期。投资者的心理预期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汇

兑心理学认为外汇汇率是外汇供求双方对货币主观心理评价的集中体现。评价高，信

心强，则货币升值。 

8．各国汇率政策的影响。 

五、汇率的决定学说 

（一）铸币平价理论 

在金本位制度下，汇率决定的基础是铸币平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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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币平价：在金本位制下，各国根据货币的含金量，两国单位货币含金量之比称

为铸币平价，它是决定汇率的基础。 

（二）购买力平价理论 

在纸币流通条件下，决定汇率的基础是购买力平价，即两种货币购买力的对比。

购买力平价理论分为两种，分别是相对购买力平价理论和绝对购买力平价理论。 

相对购买力平价理论：指不同国家的货币购买力之间的相对变化，是汇率变动的

决定因素。它表示名义汇率的贬值率等于两国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差额。 

绝对购买力平价理论：一国货币的价值及对它的需求是由单位货币在国内所能买

到的商品和劳务的量决定的，即由它的购买力决定的。 

【注】：绝对购买力平价和相对购买力平价的关系： 

如果绝对购买力平价成立，相对购买力平价必然成立；但是，相对购买力平价成

立，绝对购买力平价不一定成立。 

（三）利率平价说 

低利率国货币在远期市场表现为升水，高利率国在远期市场表现为贴水，远期与

即期汇率的差价等于两国利率之差。 

由于利率差的存在，会发生套利，在即期将利率低的货币兑换成利率高的货币进

行投资，远期投资本利收回，再兑换成原货币。 

（四）国际借贷说 

国际借贷说认为汇率的变化是由外汇的供给与需求引起的，而外汇的供求主要源

于国际借贷。在一国进入实际支付阶段的流动借贷中，如果债权大于债务，外汇的供

给就会大于外汇的需求，引起本币升值、外币贬值。相反，如果一定时期内进入实际

支付阶段的债务大于债权，外汇的需求就会大于外汇的供给，最终导致本币贬值、外

币升值。 

六、汇率变动对经济的影响 

汇率的变动对经济的影响主要有对贸易和国际收支的影响、对资本流动的影响、

对国际储备的影响、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对国际债务的影响以及对国际经济和金融关

系的影响。 

1．对贸易和国际收支的影响： 

本币升值——利于进口，不利于出口——国际收支逆差 



 

39 

 

【经典例题】 

有关利率平价理论的叙述中正确的是（   ）。（多选） 

A.利率平价理论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首先提出的 

B.利率平价理论认为汇率的变动源于投资者的套利行为 

C.利率平价理论认为高利率国货币远期汇率会上升，低利率国货币远期汇率会下跌 

D.利率平价理论在理论上有意义，在实践上没法运用 

【答案】AB。解析：利率平价说由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于 1923 年首先提出，解释了

利率水平的差异直接影响短期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从而引起汇率的变化。投资者为获得

较高的收益，会把资金从利率较低的国家转向利率较高的国家，短期资金的流入将使利率

较高国家的货币汇率上升，远期差价为期汇汇率与现汇汇率的差额，由此低利率国货币就

会出现远期升水，高利率国货币则会出现远期贴水。随着抛补套利的不断进行，远期差价

本币贬值——利于出口，不利于进口——国际收支顺差 

2．对资本流动的影响： 

本币升值——资本流入； 

本币贬值——资本流出 

3．对国际储备的影响： 

本币升值——国际储备资产缩水； 

本币贬值——国际储备资产升值 

4．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本币升值——进口增加，出口减少——外汇大量流出——通货膨胀减缓 

本币贬值——出口增加，进口减少——外汇大量流入——通货膨胀加剧 

5．对国际债务的影响： 

本币升值——国际债务负担减轻； 

本币贬值——国际债务负担加重 

6．对国际经济和金融关系的影响： 

（1）汇率不稳，加深国家争夺销售市场的斗争，影响国际贸易正常发展。 

（2）影响某些储备货币的地位和作用，促进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的形成。 

（3）加剧投机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同时促进国际金融业务的不断创新。 

http://baike.baidu.com/view/38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17770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42373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8602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0280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1777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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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不断加大，直到两种资产所提供的收益率完全相等，这时抛补套利活动就会停止，远

期差价正好等于两国利差，即利率平价成立。 

 

【强化训练】 

1．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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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该国货币对其他国家货币（   ）。 

A.升值              B.贬值              C.升水              D.贴水 

2．假设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从 1美元兑换 6元人民币变为 1美元兑换 5元人民币，

则（   ）。 

A.美国商品在中国变得相对便宜，增加了中国对美元的需求 

B.中国商品在美国变得相对便宜，增加了美国对人民币的需求 

C.美国商品在中国变得相对昂贵，降低了中国对美元的需求 

D.中国商品在美国变得相对昂贵，增加了美国对人民币的需求 

 

  

http://baike.baidu.com/view/96942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3473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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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考点 11  外汇的交易 

 

一、外汇交易产生的原因 

1．贸易和投资； 

2．投机； 

3．对冲。 

二、外汇交易基础知识 

（一）外汇交易的分类 

1．按交割的期限和交易的形式分类： 

即期外汇交易、远期外汇交易。 

2．按交易的目的和交易的性质分类： 

套利交易、掉期交易、套期保值交易、投机交易、互换交易、外汇干预交易等。 

（二）即期外汇交易 

即期外汇交易：又称现汇交易，是买卖双方成交后，在 2 个营业日内办理交割的

外汇交易。 

（三）远期外汇交易 

1．含义 

远期外汇交易是在外汇买卖成交后的未来某一特定日期进行交割的外汇交易。 

2．作用 

远期外汇合约可以用来套期保值、投机和套利。 

（四）外汇期货交易 

外汇期货交易是指按照合同规定在将来某一指定日期买进和卖出规定金额外币的

交易方式。目前，世界主要金融中心都设立了金融期货市场，外汇期货现在已经成为

套期保值和投机的重要工具。 

（五）外汇掉期交易 

外汇掉期交易是指同时包含一笔即期外汇交易和一笔币种、数量相同但方向相反

的远期交易的一种合约，即在购买一笔即期外汇的同时又出售一笔数额相同的，同一

币种的远期外汇，或在出售一笔即期外汇的同时购入相同数额、同一币种的远期外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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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套汇 

套汇是指利用不同外汇市场的外汇差价，在某一外汇市场上买进某种货币，同时

在另一外汇市场上卖出该种货币，以赚取利润。 

（七）套利交易 

1．抵补套利：是指利用两国金融市场短期利率的差异，将资金从低利率国家调动

到高利率国家以赚取利息差额，并同时购入远期外汇以锁定汇率、消除汇率风险的一

系列活动。 

2．非抵补套利：非抵补套利是套利者仅仅利用两种不同货币所带有的不同利息的

差价，而将利息率较低的货币转换成利息率较高的货币以赚取利润，在买或卖某种即

期通货时，没有同时卖或买该种远期通货，承担了汇率变动的风险。 

三、外汇的交易风险 

（一）定义 

外汇交易风险，也称外汇风险，是指企业或个人在交割、清算对外债权债务时因

汇率变动而导致经济损失的可能性。 

（二）类型及影响因素 

外汇风险一般分为交易风险、折算风险、经济风险。 

外汇风险一般包括两个因素：货币和时间。如果没有两种不同货币间的兑换或折

算，也就不存在汇率波动所引起的外汇风险。同时，汇率和利率的变化总是与时间期

限相对应，没有时间因素也就无外汇风险可言。 

四、外汇市场干预 

政府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即一国货币当局基于本国宏观经济政策和外汇政策的要

求，为控制本币与外币的汇率变动，而对外汇市场实施的直接或间接的干预活动，以

使汇率的变动符合本国的汇率变动政策的目标。 

（一）干预外汇市场的目的 

（1）防止短期汇率发生变动，避免外汇市场混乱； 

（2）减缓汇率的中长期变动，实施反向干预，调整汇率发展的趋势； 

（3）是市场汇率波动情况不致偏离一定时期的汇率目标区； 

（4）促使国内货币政策与外汇政策的协调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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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例题】 

外汇期货与期权交易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   ）。 

A.在外汇期货中买卖双方拥有对等的权利和义务，而在外汇期权中买卖双方权利义

务不对等 

B.外汇期货合同是标准化的，而外汇期权合同是非标准的 

C.外汇期货有固定的交易场所，而期权交易则没有 

D.外汇期货一般是没有违约风险，而外汇期权则存在较大违约风险 

【答案】A。解析：期权与期货合约都是标准化的，而且都有固定的交易场所。但是

期货与期权的权利义务不相同。对于期货而言买卖双方具有对等的权利和义务。而期权的

买方和卖方权利义务不对等。买方具有选择是否买卖的权利，而期权的卖方则只有买或者

卖的义务。 

 

【强化训练】 

1．某公司从国外进口一批纺织品，约定 6个月后支付 20万美元，该公司于是跟甲

银行订立了一份买进 6个月远期美元的外汇合同，其目的是为了（   ）。 

A.防止因美元汇率上涨而造成的损失 

B.防止因美元汇率下降而造成的损失 

C.获得因美元汇率上涨而带来的收益 

D.获得因美元汇率下跌而带来的收益 

1．干预外汇的方式主要可以分为直接干预和间接干预两种方式。 

（1）直接干预是指货币当局直接参与外汇市场的买卖，通过在外汇市场上买进或

卖出外汇来影响本币的对外汇率。 

（2）间接干预主要指通过一国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的推行，影响短期资本流入，

从而间接影响外汇市场供求状况和汇率水平。 

2．从干预外汇市场的动机来划分，又可分为积极干预和消极干预。 

（1）积极干预是指一国货币当局为使外汇市场的汇率水平接近本国所设定的水平

目标而主动在外汇市场进行操作。 

（2）消极干预是指外汇市场已发生剧烈波动，偏离本国设定的汇率水平，货币当

局采取补救性干预措施。 



 

44 

2．一进口商预测外汇汇率可能会上升，为回避未来增加支付金额的风险，可以采取

（   ）。 

A.多头套期保值                          B.空头套期保值 

C.空头投机                              D.套利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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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国际贸易 

高频考点 12  国际贸易理论 

 

一、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概念 

（一）国际贸易的概念 

国际贸易又称世界贸易，是指世界各国（或地区）之间所进行的以货币为媒介的

商品交换活动。 

（二）国际贸易与贸易环境的关系 

贸易环境利益，是指通过国际贸易活动维护和改善国际环境，促使世界各国对外

政治活动、以及对外贸易政策向好的方向发展。 

（三）对外贸易 

对外贸易又称进出口贸易，是指国际贸易活动中的一国（或地区）同其他国家（或

地区）所进行的产品、劳务、技术等的交换活动。 

二、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 

从国际贸易的历史考察，以国家对外贸的干预与否为标准，可以把对外贸易政策

归纳为三种基本类型：自由贸易政策、保护贸易政策和管理贸易政策。 

（一）自由贸易政策 

自由贸易政策是指国家对商品进出口不加干预，对进口商品不加限制，不设障碍；

对出口商品也不给予特权和优惠，放任自由，使商品在国内外市场上自由竞争。自由

贸易政策产生的历史背景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18 世纪至 19 世纪），其主要代

表人物是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 

1．绝对成本论 

亚当·斯密认为，交换出自人类本性，这种交换的倾向形成了分工。 

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说主要阐明了如下内容： 

（1）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国民财富。 

（2）分工的原则是成本的绝对优势或绝对利益。斯密进而分析到，分工既然可以

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那么每个人专门从事他最有优势的产品的生产，然后彼此交

换，则对每个人都是有利的。即分工的原则是成本的绝对优势或绝对利益。 

 

https://wapbaike.baidu.com/item/%E5%AF%B9%E5%A4%96%E8%B4%B8%E6%98%93%E6%94%BF%E7%AD%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F%B9%E5%A4%96%E8%B4%B8%E6%98%9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7%AA%E7%94%B1%E8%B4%B8%E6%98%93%E6%94%BF%E7%AD%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F%9D%E6%8A%A4%E8%B4%B8%E6%98%93%E6%94%BF%E7%AD%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E%A1%E7%90%86%E8%B4%B8%E6%98%93%E6%94%BF%E7%AD%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7%AA%E7%94%B1%E8%B4%B8%E6%98%93%E6%94%BF%E7%AD%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F%9B%E5%87%BA%E5%8F%A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7%AA%E7%94%B1%E7%AB%9E%E4%BA%8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5%84%E6%9C%AC%E4%B8%BB%E4%B9%8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A4%E5%85%B8%E7%BB%8F%E6%B5%8E%E5%AD%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9A%E5%BD%93%C2%B7%E6%96%AF%E5%AF%8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5%8D%AB%C2%B7%E6%9D%8E%E5%98%89%E5%9B%B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AF%E5%AF%8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9D%E5%AF%B9%E6%88%90%E6%9C%AC%E8%AF%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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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际分工是各种形式分工中的最高阶段，在国际分工基础上开展国际贸易，

对各国都会产生良好效果。 

（4）国际分工的基础是有利的自然禀赋或后天的有利条件。 

绝对成本说解决了具有不同优势的国家之间的分工和交换的合理性。但是，如果

一个国家在各方面都处于绝对的优势，而另一个国家在各方面则都处于劣势，如何处

理并没有分析清楚。 

2．比较成本论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进一步发展了斯密的观点，他认为每个国家不一定要生

产各种商品，而应该集中力量生产那些利益较大或不利较小的商品，然后通过国际贸

易，在资本和劳动力不变的情况下，生产总量将会增加，如此形成的国际分工对贸易

各国有利。 

一国不仅可以在本国商品相对于别国同种商品处于绝对优势时出口该商品，在本

国商品相对于别国同种商品处于绝对劣势时进口该商品，而且即使一个国家在生产上

没有任何绝对优势，只要它与其他国家相比，生产各种商品的相对成本不同，那么，

仍可以通过生产相对成本较低的产品并出口，来换取它自己生产中相对成本较高的产

品，从而获得利益。 

李嘉图的主要观点是：按照“两优取重，两劣取轻”的原则分工和交换，对两国

都是有利的。 

3．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比例学说 

H-O 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各国应按照本国生产诸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等）

的丰缺状况来生产和出口商品以及进行国际分工，作为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产生的原

因，赫俄按照这一模式，得出以下主要结论：一个国家应出口用其相对富足的要素密

集生产的那些物品，进口该国相对稀缺的要素密集生产的那些物品。 

（二）保护贸易政策 

保护贸易政策是指国家对商品进出口积极加以干预，利用各种措施限制商品进口，

保护国内市场和国内生产，使之免受国外商品竞争；对本国出口商品给予优待和补贴，

鼓励扩大出口。保护贸易政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其所保护的对象、目的和手

段不同，可以分为：重商主义，保护幼稚工业论，超保护贸易政策，新贸易保护主义。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9%99%85%E5%88%86%E5%B7%A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9%99%85%E5%88%86%E5%B7%A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A4%E5%85%B8%E7%BB%8F%E6%B5%8E%E5%AD%A6%E5%AE%B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A4%E5%85%B8%E7%BB%8F%E6%B5%8E%E5%AD%A6%E5%AE%B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9%99%85%E5%88%86%E5%B7%A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7%BA%E5%8F%A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F%9D%E6%8A%A4%E8%B4%B8%E6%98%93%E6%94%BF%E7%AD%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F%9B%E5%87%BA%E5%8F%A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5%86%E5%93%81%E8%BF%9B%E5%8F%A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7%8D%E5%95%86%E4%B8%BB%E4%B9%8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F%9D%E6%8A%A4%E5%B9%BC%E7%A8%9A%E5%B7%A5%E4%B8%9A%E8%AE%B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6%85%E4%BF%9D%E6%8A%A4%E8%B4%B8%E6%98%93%E6%94%BF%E7%AD%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0%E8%B4%B8%E6%98%93%E4%BF%9D%E6%8A%A4%E4%B8%BB%E4%B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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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例题】 

下列国际贸易理论中，认为“各国应该集中生产并出口那些能够充分利用本国充裕

要素的产品，进口那些需要密集使用本国稀缺要素的产品”的是（   ）。 

A.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 

B.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 

C.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 

D.克鲁格曼的规模经济贸易理论 

【答案】C。解析：赫克歇尔-俄林提出的要素禀赋理论的观点。 

 

【强化训练】 

1．以下关于保护贸易政策的表述不正确的是（   ）。 

A.保护本国的产品与服务，在本国市场上免收外国产品和服务的竞争 

B.对本国出口的产品和服务给予有待与补贴 

C.国家广泛利用各种措施对进口和经营领域与范围进行优惠 

D.国家对于贸易活动进行干预，限制外国有关要素参与本国市场竞争 

2．以下选项当中不属于超保护贸易政策特点的是（   ） 

A.保护的对象不再是国内幼稚工业，而是国内高度发达或出现衰落的垄断工业 

B.保护的目的不再是培植国内工业的自由竞争能力 ，而是垄断国内外市场 

C.保护的手段不仅仅是关税壁垒，而且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限进奖出的措施 

D.从国家贸易壁垒转向区域贸易壁垒，实行区域内共同开放和区域外的共同保护 

  

（三）管理贸易政策 

管理贸易政策又称“协调贸易政策”，是指国家对内制定一系列的贸易政策、法

规，加强对外贸易的管理，实现一国对外贸易的有秩序、健康的发展；对外通过谈判

签订双边、区域及多边贸易条约或协定，协调与其他贸易伙伴在经济贸易方面的权利

与义务。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9%BC%E7%A8%9A%E5%B7%A5%E4%B8%9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E%84%E6%96%A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B3%E7%A8%8E%E5%A3%81%E5%9E%9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4%B8%E6%98%93%E5%A3%81%E5%9E%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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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考点 13  国际贸易壁垒 

 

一、贸易壁垒的概念 

贸易壁垒又称贸易障碍。对国外商品劳务交换所设置的人为限制，主要是指一国

对外国商品劳务进口所实行的各种限制措施。一般分非关税壁垒和关税壁垒两类。 

二、关税壁垒 

（一）关税的概念 

1．关税的特点 

关税是一国海关对通过本国关境的进出口商品向进出口商人课征的一种税收，其

作为国家税收的一种，一方面具有和其他税赋相同的特点，即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

性等；另一方面，关税又有其自身的特点。 

第一，关税是以进出境货物和物品为征收范围； 

第二，关税具有涉外性，是国家对外贸易政策的重要手段； 

第三，关税的征收范围是以关境为界，海关是关税征收的管理机关。一般情况下，

关境和国境是一致的，但也有不一致的情况，如有些国家在国境内没有自由贸易区、

出口加工区或保税仓库，此时，关境小于国境；另一种情况是几个国家结成关税同盟，

成员国内部取消关税，而对外实行统一的关税，这些成员国的关境就大于国境。 

2．关税的相关概念 

（1）自由贸易区 

自由贸易区，通常是指成员国之间通过自由贸易签订协定组成的经济贸易集团，

它的基本特征是成员国之间彼此取消了关税与数量限制，使得商品在经济集团内部实

现了自由流动。 

（2）关税同盟 

关税同盟，是指成员国之间在完全取消关税和数量限制的基础上，同时实行对外

统一的关税税率而结成的同盟。关税同盟有两种经济效应，静态效应和动态效应。 

关税的静态效应包括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贸易创造效应是指产生由生

产成本较高的国内生产转向成本较低的贸易对象国生产，本国从其他成员国进口产品

所带来的利益。贸易转移效应是指产品过去从生产成本较低的非成员国进口转向从成

本较高的成员国进口的损失。这是参加关税同盟的代价。当贸易创造效应大于转移效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D%9E%E5%85%B3%E7%A8%8E%E5%A3%81%E5%9E%9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B3%E7%A8%8E%E5%A3%81%E5%9E%9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4%B8%E6%98%93%E5%88%9B%E9%80%A0%E6%95%88%E5%BA%9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4%B8%E6%98%93%E8%BD%AC%E7%A7%BB%E6%95%88%E5%BA%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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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时，参加关税同盟给成员国带来的综合效应就是净效应，意味着成员国的经济福利

水平的提高；反之，则为净损失和经济福利水平的下降。 

关税的动态效应包括关税同盟的第一个动态效应就是大市场效应（或规模经济效

应）；关税同盟的建立促进了成员国之间企业的竞争；关税同盟的建立有助于吸引外

部投资。 

（二）关税壁垒的内容 

1．关税壁垒的概念 

关税壁垒是指用征收高额进口税和各种进口附加税的办法，以限制和阻止外国商

品进口的一种手段。贸易壁垒的一种。这可以提高进口商品的成本从而削弱其竞争能

力，起到保护国内生产和国内市场的作用。它还是在贸易谈判中迫使对方妥协让步的

重要手段。 

2．关税壁垒的分类 

我们通常所讲的关税壁垒，指的是高额进口税以及在关税设定、计税方式及关税

管理等方面的阻碍进口的做法。按照商务部“投资贸易壁垒指南”，常见的关税壁垒

有以下几种形式：关税高峰、关税升级、关税配额、从量关税、从价关税。 

关税高峰是指在总体关税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少数产品维持的高关税。 

关税升级是设定关税的一种方式，即通常对某一特定产业的进口原材料设置较低

的关税，甚至是零税率，而随着加工深度的提高，相应地提高半成品、制成品的关税

税率。关税升级能够较为有效地达到限制附加值较高的半成品和制成品进口的效果，

是一种较为常见的贸易壁垒。 

关税配额是指对一定数量（配额量）内的进口产品适用较低的税率，对超过该配

额量的进口产品则适用较高的税率。 

三、非关税壁垒 

非关税壁垒是指一国或地区在限制进口方面采取的除关税以外的所有措施。 

绿色壁垒是指在国际贸易领域，一些发达国家凭借其科技优势，以保护环境和人

类健康为目的，通过立法，制定繁杂的环保公约、法律、法规和标准、标志等形式对

国外商品进行的准入限制。它属于一种新的非关税壁垒形式，已经逐步成为国际贸易

政策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1．绿色壁垒的特点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8F%E6%B5%8E%E7%A6%8F%E5%88%A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8F%E6%B5%8E%E7%A6%8F%E5%88%A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7%84%E6%A8%A1%E7%BB%8F%E6%B5%8E%E6%95%88%E5%BA%9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7%84%E6%A8%A1%E7%BB%8F%E6%B5%8E%E6%95%88%E5%BA%9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91%E8%BE%BE%E5%9B%BD%E5%AE%B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D%9E%E5%85%B3%E7%A8%8E%E5%A3%81%E5%9E%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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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例题】 

在贸易壁垒中，通常对某一特定产业的进口原材料设置较低的关税，甚至是零税率，

而随着加工深度的提高，相应地提高半成品、制成品的关税税率，此设定关税方式的标

准术语叫做（   ）。 

A.关税进阶        B.关税提高    

C.关税升级        D.关税调整 

【答案】C。解析：关税升级是设定关税的一种方式，即通常对某一特定产业的进口

原材料设置较低的关税，甚至是零税率，而随着加工深度的提高，相应地提高半成品、制

成品的关税税率。 

 

【强化训练】 

1．属于关税同盟静态效应的是（   ）。 

A.规模经济效应                           

B.资源合理配置 

C.贸易创造效应                           

D.刺激投资 

2．以下不属于关税特点的是（   ） 

①虚假性。绿色壁垒一般都打着保护地球生态环境与人类健康的幌子，貌似合理，

实则是限制进口的不合理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 

②不平衡性。 

③隐蔽性。 

④广泛性。 

⑤坚固性。绿色壁垒抓住人们关注生态环境的心理，根据本国市场和消费者的情

况制定超高标准，先入为主，制造进口品的消费障碍，具有坚固的限制进口的堡垒作

用。 

2．绿色壁垒的表现形式 

①绿色关税和市场准入；②绿色技术标准；③绿色环境标志；④绿色包装制度；

⑤绿色卫生检疫制度；⑥绿色补贴。 

http://wiki.mbalib.com/wiki/%E7%BB%BF%E8%89%B2%E5%85%B3%E7%A8%8E
http://wiki.mbalib.com/wiki/%E5%B8%82%E5%9C%BA%E5%87%86%E5%85%A5
http://wiki.mbalib.com/w/index.php?title=%E7%BB%BF%E8%89%B2%E6%8A%80%E6%9C%AF%E6%A0%87%E5%87%86&action=edit
http://wiki.mbalib.com/wiki/%E7%BB%BF%E8%89%B2%E7%8E%AF%E5%A2%83%E6%A0%87%E5%BF%97
http://wiki.mbalib.com/wiki/%E7%BB%BF%E8%89%B2%E5%8C%85%E8%A3%85%E5%88%B6%E5%BA%A6
http://wiki.mbalib.com/wiki/%E7%BB%BF%E8%89%B2%E5%8D%AB%E7%94%9F%E6%A3%80%E7%96%AB%E5%88%B6%E5%BA%A6
http://wiki.mbalib.com/wiki/%E7%BB%BF%E8%89%B2%E8%A1%A5%E8%B4%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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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关税是以进出境货物和物品为征收范围 

B.关税具有涉外性，是国家对外贸易政策的重要手段 

C.关税的征收范围是以关境为界，海关是关税征收的管理机关 

D.关税具有涉内性，是国家对外贸易政策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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