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识点 11：汇率的种类

在外汇业务中，汇率的种类很多，有不同的划分方法。如市场汇率，指在

外汇市场上买卖的汇率，它是根据市场上外汇供求关系上下浮动。中央银行为

了调节外汇供求、稳定汇率，可以进入市场通过买卖外汇进行干预，如控制汇

率的变动，使其保持在汇率目标之内。下面介绍几种主要的汇率：

    1.基准汇率和套算汇率。从汇率制定的角度分，有基准汇率和套算汇率。

一般情况是，在众多的外国货币中选择一种货币作为关键货币，根据本国货币

与这种关键货币的实际价值对比，制定出对它的汇率，成为基本汇率；而其他

外国货币与本国货币之间的汇率，可以通过基本汇率和国际金融市场外汇行情

折算出来，这种汇率成为套算汇率。

    从概念上看，衡量一国或地区所指定的基本汇率和套算汇率是否合理，一

般说来，取决于关键货币的选择。选择关键货币应该注意三条原则：必须是该

国或地区国际收支中，尤其是国际贸易中使用最多的货币；必须是在该国或地

区外汇储备中所占比例最大的货币；必须是可以自由兑换、在国际上可以普遍

接受的货币。由于美元在国际上的特殊地位，不少国家把美元选择为关键货币，

并把对美元的汇率作为基本汇率。

    2.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从汇率受干预程度分，有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

一国或地区的中央银行指定的基准汇率，只能在一个很小的幅度内波动；如果

汇率跌至下限或涨至上限，某种自动的汇率调节机制或中央银行的市场干预就

会产生作用，以维持既定的汇率。这种汇率成为固定汇率。一国或地区的汇率

形成，基本是由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的，即该国或地区的中央银行不再规定汇

率波动的上下限，不再承担维持汇率波动的界限的义务，在一般情况下，中央

银行不干预汇率的自由波动。这种汇率称为浮动汇率。

3.即期汇率和远期汇率。从外汇买卖交割的时间分，有即期汇率和远期汇

率。一般说来，居民和非居民的外币现钞、旅行支票及其他小额外汇交易，多

数是在成交时就收付交割；而银行同业之间的外汇交易，按照国际商业惯例，

通常是在交易后的次日或两日内收付交割，如果遇到节假日就顺延至下一个营

业日。即期汇率，就是外汇交易在合约成立的当日或在两个营业日内进行收付

交割的汇率。即期汇率是由即期外汇市场上交易的货币供求情况所决定的。



远期汇率，指外汇交易在两个营业日以上的某个约定日期进行收付交割的

汇率。它即建立在即期汇率的基础上，又反映着汇率变化的趋势。远期汇率所

适用的远期外汇交易是一种预约性的买卖活动，即事先有买卖双方就成交的外

汇数额、折算汇率以及交割日期等达成协议，签订合同，到了交割日期，买卖

双方按预定的合同内容进行收付。

4.买入汇率、卖出汇率和中间汇率。从银行买卖外汇的角度分，有买入汇

率、卖出汇率和中间汇率。一般来说，商业银行从事外汇买卖业务，利润主要

体现在买入汇率与卖出汇率的差价上。换句话说，外汇卖出价高于买入价的部

分就是银行买卖外汇的收益，包括外汇交易的手续费、保险费、利息和利润等。

买入汇率是商业银行从客户手中买进外汇时所采用的汇率；卖出汇率是商业银

行卖给客户外汇时所采用的汇率。中间汇率是买入汇率和卖出汇率的算术平均

数。中央银行或外汇市场行情所公布的中间汇率，通常被当作汇率分析的参考

指标。

买入汇率和卖出汇率，都是从商业银行外汇交易的角度来说的，但标价方

法不同，买入汇率和卖出汇率所处的位置也有不同。在直接标价下，汇率数值

的大小与外汇价值的高低成正比关系，因此，买入汇率在前，卖出汇率在后。

例如，在我国商业银行的外汇牌价中，1美元=6.8171～8.8735元人民币，前者

意味着该商业银行买入外汇时采用的汇率，后者则是卖出外汇时采用的汇率。

相反，在间接标价法下，前者的数值表示卖出汇率，后者的数值则表示买入汇

率。

此外，一些商业银行在对外挂牌公布汇率时，还会表明外币现钞汇率，与

它相联系的是现汇汇率。这主要是在一些对外汇实行严格或部分管制的国家。

由于外汇现钞在本国不能流通，需要把它们运输至货币发行国才能使用，这又

需要一定的保险费、运输费等，所以银行买入外汇现钞的汇率要略低于买入外

汇现汇的汇率，而卖出的外汇现钞汇率和外汇现汇汇率相同。

5.单一汇率和复汇率。从汇率是否适用于不同的来源与用途分，有单一汇

率和复汇率。单一汇率是指一国货币对某种货币仅有一种汇率，各种对外经济

交易的收支都按这一汇率结算。复汇率是指一国货币的比价因用途及交易种类

的不同而规定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汇率。又称多重汇率。如果一国或地区实行

严格的外汇管制，鼓励出口，限制进口，限制国际资本流入等，一般会采取复



汇率的政策。最典型的是在一国实行贸易汇率和金融汇率并存的复汇率。贸易

汇率用于进出口贸易及其从属费用方面的支付，金融汇率用于资本流动、旅游

和其他非贸易收支方面的支付结算。一般来说，一国或地区实行复汇率，金融

外汇汇率要比贸易外汇汇率高一些。这样，即可以鼓励出口，改善贸易收支逆

差，又可以限制国家资本流动对本国国际收支所带来的冲击。

复汇率中，还包括按汇率形成方式实行的官方汇率和市场汇率。官方汇率

是由中央银行或货币管理当局等政府部门规定的汇率。市场汇率是指在外汇市

场上由外汇供求关系形成的汇率。一些国家或地区实行复汇率，是因为其市场

经济体系发展还不充分，外汇市场管理又不完善，只能推行有别于严格的外汇

管制的政策，实行部分的外汇管制。在这些国家或地区中，市场汇率往往是该

国或地区货币的实际汇率。

6.电汇、信汇以及票汇汇率。从外汇交易支付工具和付款时间来分，有电

汇汇率、信汇汇率和票汇汇率。电汇汇率是银行以电讯方式进行国际结算、外

汇交易时用的汇率。由于电讯工具具有收付迅速、安全的特点，因此电汇汇率

要高于信汇汇率、票汇汇率。当前，在国际业务中基本上以电讯业务进行解付、

收款或结算，因而电汇汇率是基础汇率，许多外汇市场上所显示的汇率，就是

电汇汇率。信汇汇率是指以信函方式通知收付款时采用的汇率。信汇业务具有

收付时间慢、安全性低、交易费用低的特点。因此，信汇汇率要低于电汇汇率。

票汇汇率是兑换各种外汇汇票、支票和其他各种票据时所采用的汇率。票汇汇

率根据票汇支付期限的不同，又可分即期票汇汇率、远期票汇汇率。由于远期

票汇交付时间较长，所以其汇率要比即期票汇汇率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