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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中的儿个问题

从今年1月1日起， 我国进一步改革了外汇管理体制， 实行汇率并轨， 取消了外汇留成与

上缴， 实行外汇指定银行结售汇制， 逐步建立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 这一 改革适应了建立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有利于加快我国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步伐，必将使我国

经济迈上新的台阶。处于新旧休制转换时期，建立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笫一， 要具各一定数受的商业银行和外汇经纪商， 以保证具有适应新型外汇市场体制竞

争的存在。

原来的外汇调剂市场主体主要是外汇调剂中心与工商、外贸、外资企业单位。 建立外汇

交易市场后， 这些单位逐步从外汇直接经营者的角色中退出去， 集中精力从事生产和流通活

动， 并通过银行提供的本外币资金， 完成各种对外经济活动， 市场主体变为各国商业银

行、 非银行金融机构及中外合资银行、外资银行分支机构， 这要求金融机构特别是外汇银行

能以商业银行封份平等竞争， 成为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的经营实体， 将政策性金融业务与商

业性金融业务分离开米， 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 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 银行才能够成为外

汇市场的自主参与者， 外汇市场才行真正的市场调节机制可言。 值得一 提的是， 外资银行分

支机构也应成为外汇市场的一部分， 这样才能形成完整的外汇市场， 形成的市场汇率才更趋

合理。 在建立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初期， 可考虑暂缓让外资银行参与， 待条件逐步成熟后，

市场体系健全的悄况下再纳入。

第二， 中央银行要具各相应的强有力的调控外汇市场的能力和措施。

在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体系中， 中央银行的作用举足轻重， 既可参与指导定价， 也可直

接或间接干预市场， 而建立外汇平准基金是最典型的国际通行的平稳外汇市场的经济措施，

而且将使国家对外汇储备得到多样化的合理运用。中央银行干预市场是既卖也买，并且也要讲

求经济效益，中央银行若购买过多的外汇会导致本币价格过低，实践中政府的干预只限于短期

的平滑性操作、季节性操作和为逐步积累外汇储备而进行的外汇购买，况且中央银行尽管也是

参与市场的 一 分子，但因其本身的权威性，使它的一举一动更带有政策导向意味， 它并不 一定

要有占市场外汇交易盘较多比例的大最外汇买卖的操作， 即可对市场汇价、市场行为、市场

心理产生较大影响作用。 对商业银行的管理也是中央银行调控外汇市场措施一 大重要部分，

一般实行银行间外汇市场方式都要规定商业银行持有外汇的最高限和最低限， 防止外汇经营

中的围积居奇， 并可防止银行卷入过大外汇风险中，另外， 外汇交易所确定的汇率要广泛公

开地加以报导， 以保证银行间市场的有效率和竞争的运作， 减少商业银行间共谋的可能性。

中央银行还可以设过最高佣金率或允许专业银行收取的最高外汇买入卖出差价率。 中央银行

的储备调整及其他货币政策工具亦是影响银行间市场汇率的词节手段， 从而使外汇市场不致

大起大落， 出现私自买卖、 场外交易的现象。

笫三， 改革外汇分配制度， 实行统一结汇制和人民币有条件的可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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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汇交易市场运行饥制上讲， 必须取消外汇额甘-[· 进而完令取消留成制度， 才能为形

成真正的外汇交易巾吻运行机制创造必需的交易筹时 —一全社会的现正。 与此同时建立统 一

的结汇制， 四所们出口收礼和非贸易收汇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实行过渡措施）， 都要将外汇

按市场汇率出售给国家银行， 以便纳入银行间市场的渠道， 从而形成以市场需求为基础的、

单 一 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在外汇分配上， 过去一直是按计划保证重点建设项目用汇和其

他列入国家计划的用汇项目， 国家外汇管理局根据计划和用汇指导序列审核交易申请， 批准

企业单位进行交易。 这种计划分配交易审批体制的改变程度决定着银行间外汇市场建立的速

度和深度。 改革后的外汇分配应是除国家重点项目用汇保证外， 其他用汇计划均为指导性计

划， 各商业银行可根据自担风险、 自主经营的原则， 并参照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用汇序列指

导， 审核企业提出的买汇要求， 价格由银行间形成的市场汇率浮动， 绝大多数企业是否能得

到外汇应巾市场汇价来调节， 而不是靠计划来保证， 非创汇企业用汇及政府为提高外汇储备

或还债均可按银行间的市场汇价向银行购买。 事实上保证外汇市场竞争性及稳定性的 一个重

要因素， 是自由进入市场的程度。 进入市场的要求越简单， 则市场越是具有竞争性， 也就越

稳定。 这样通过外汇分配体制的改革， 逐步建立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

笫四，必须保持人民币币值的基本稳定及财政收支平衡，确保国家支点用汇人民币资全。

从外汇交易市场与本币市场关联的角度看， 要形成外汇市场上的正常供应， 还必须遏止

通货膨胀， 尽可能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 我国从 1992 年下半年以来外汇调剂价格大幅上

涨， 市场 一度有行兀市， 这其中有多种因素， 但通货膨胀， 从而人民币币值不稳也是其中 一

个重要因素。 为此， 在逐步建立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的同时， 还应大力发展货币市场。 货币

市场是指一 年期上下的资金、 栗据交易市场， 也包括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 外汇交易在很多

情况下是和货币市场操作相联系的。 货币市场上的利率对于外汇市场上期汇汇价的形成有着

直接的影响作用。 另外， 建立银行间同业外汇市场还应保证财政收支平衡， 确保国家重点用

汇人民币资金。 在 1991 年外贸体制改革中， 企业的外汇留成比例中有30 ％是有偿上缴财政，

而从实际来看， 在建立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时， 30 ％有偿上缴部分完全可以随行就市， 投入

市场， 这样既有利于平衡财政收支， 又能保证重点用汇， 外汇市场还能得到扩展和发育。

笫五， 必须妥善轩决好结；E 所需人民币贪全问题。

外汇指足银行办埋结汇所需人民币资金原则上应由银行用自有资金斛决， 国家是不会再

拿出那么多资金用于结汇的。 而若全部由外汇银行自行解决结汇所需人民币资金似乎又很困

难， 据有关银行测算， 用于结汇所需的人民币资金占全部人民币资金总额的30 ％左右， 这是

一笔不小的数额。 外汇银行结汇所需的人民币资金除可进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拆借外， 中

央银行应运用外汇平准基金进行收购外汇或及时办理外汇移存， 从而保证企业能及时得到结

汇的人民币资金， 鼓励出口创汇的积极性。

笫大， 必须尽快廷立外汇票据清算系统， 以利于外；［交易市场的这立和完善。

目前各片业银行外汇收付是通过中央银行办理清算的， 而企业通过中国银行办理的出口

收汇及进口付汇业务仍直接在中国银行办理， 占整个银行收付外汇业务的 一 半左右， 这样为

了应付与中行之间的侦权侦务及资金划转沾算， 其他各专业行又必须在中国银行同时开立外

币帐户， 结果造成中央银行与中国银行同为外汇票据及资金清算中心的事实， 没有形成统一

的外汇票据及资金清算中心， 于是在外汇业务经营中出现了不公平竞争的现象。 此外， 由于

中央银行没有统 一 的票据清算中心， 中国银行没有在中央银行开立外币存款户， 结果造成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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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专业银行通过中央银行办理各项汇款等清算业务汇路不畅， 影响企业资金周转， 使企业感

到在其他专业银行办理外汇结算十分不便， 不利千各专业银行拓展外汇业务， 也不利于外汇

交易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如果建立中央银行外汇清算中心， 所有经营外汇业务的专业银行都

通过在中央银行开立的外币存款户进行资金划转和清算， 就可以改变上述不合理现象， 保障

外汇运行通畅， 消除外汇交易市场中的不利因素， 促进健康发展。

笫七， 必须迁立健全外汇市场的法规制度。

外汇市场是依靠法令来管理的， 为促进外汇市场的建立和完善， 应颁布«外汇银行法人

＜＜外汇交易法＞＞、 ＜＜ 外汇市场管理法»等， 使外汇市场建设有法可依。 在此基础上， 要落实

并维护外汇管理法规制度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规范市场操作程序， 以法治市， 使市场处千严

格的监督管理之下， 从而保证外汇市场的健康发展。 这样通过政府（往往通过中央银行）的

指导性管理和市场的约束性管理的有机结合， 形成比较规范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体系。

笫八， 健全外汇市场体系的组织形式。

建立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必须提高外汇银行交易、 服务水平， 准确及时地满足企业客户

关千及时结汇、 买汇、 保值、 调期、 套汇等方面的要求， 特别是按照国际外汇市场规则满足

外贸公司、 企业的国际业务要求， 否则银行间的外汇交易市场很难健全完善。 为此， 按照货

币形态来划分， 可分为外汇资金市场和外汇资本市场。

外汇资金市场可融银行与客户之间外币与本币的买卖， 外汇的即期与远期买卖， 调期交

易， 外汇期汇交易等多种功能， 也包括银行间外汇资金同业拆借。 这种多功能的外汇资金市

场是国阮金融及国际贸易迅速发展的必然要求。 进入80年代， 国际金融市场上出现了许多新

的融资方式和银行资产类型， 这与各国银行业高度重视电子计算机在其业务中的应用有关，

也是参与激烈的国际竞争的需要， 这些新的金融资产类型的出现极大的便利了资金的国际间

流动， 对加快外汇资金周转和降低银行和客户的买卖外汇风险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为此， 应

鼓励各外汇银行开拓新业务， 提供多种金融资产实现金融电子化， 为外汇供求双方提供更多

的选择， 以提高外汇使用效益。 这样通过银行与客户之间、 银行同业之间本外币买卖及外币

之间的买卖， 产生 一 个健全的外汇资金市场， 形成高效率、 多功能的外汇资金运行体系。

外汇资本市场应属广义的外汇交易市场的一 部分。 外汇资本市场包括外汇债券交易市场

及外汇股票交易市场， 这两种形式在国外已很普迵， 但在我国还属起步阶段， 市场发展潜力

很大。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及对外经济贸易的不断发展， 外汇资本市场将会异军突起，

成为我国外汇市场的 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 也将成为企业融通外汇资金的 一个重要渠道。 外汇

资本市场的建设应本着噩力而行、 有计划有步骤进行的原则， 切忌盲目进行， 一哄而上， 要

在完善现行外汇资金市场机制的同时， 逐步健全外汇资本市场。

此外， 在完善外汇市场境内业务的同时， 应加强与国际外汇市场的联系。 中国经济是世

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对外开放及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的深入， 必将更多地参与国际间

的交换、 分工和合作。 国内外汇市场与国际外汇市场有着密切的联系， 沟通这种联系， 随时

掌握国际外汇市场的行悄和动态， 一 方面有利千我国外汇市场的发展， 可结合我国的实际情

况及时有效地采取防范汇率波动风险措施，另 一方面， 可使我国外汇市场逐步成为国际性金

融市场， 使人民币走向世界， 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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