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体系建设

从关贸总协定看中国外汇市场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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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大学法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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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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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简称关贸总协定 ) 是关于关税减让和

实施多边贸易体制的国际协定
,

参加的国家和地区共有 1 03

个
,

占世界贸易额的 90 肠以上
.

从 1 9 8 6 年 , 月开始进行第八

轮谈判
,

称
.

乌拉圭回合
” 。

1 9 8 6年 7 月我国向关贸总协定递

交要求恢汉缔约国地位的照会
,

全面参予乌拉圭回合谈判
,

这

是由于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需要
.

因为参加关贸总协定会给我

国提供新的机遇
,

促进我国经贸发展
,

加弧我国经济同世界经

济的紧密联系
,

大大提高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

但赴关后

我国外贸体制和外汇体制需要进行重大的改革
,

把我国市场和

国际市场联系起来
,

使我国的市场成为世界大市场的有机组成

部分
。

在外汇体制方面
,

关贸总协定第二部分第二条规定
: “

缔

约国不得以外汇方面的行动来妨碍本协定各项规定的意图的实

现
。 ,

关贸总协定的宗旨是实行多边贸易
,

而多边贸易和多边

支付是相联系的
,

这就要求放松金融管制
,

特别是外汇管制
、

国际资本流动限制等
。

首先要开放外汇市场
,

统一汇率
,

实现

乌拉圭回合协议
“

市场准人
”

和
“

服务贸易
”
逐步自由化的原

则
。

一
、

统一汇率

198 8 年我国普遍设立了外汇调剂市场
,

采取官方汇率与市

场汇率并存的做法
。

当时由于官方汇率不断下调
,

外汇调剂价

格相对稳定
,

两种汇率的差距逐步缩小
,

大致在 9写左右
,

这

就为向单一汇率制过渡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

但近两年情形不同

了
。

19 92 年外汇调剂市场上美元汇价节节上升
,

而人民币兑换

美元的官方汇价在 1一 5 月连续下跌
,

至年底跌势稍快
,

但年

底比年初只下跌了 6
.

“ %
。

结果美元调剂市场价比官方汇价高

出近 18 个百分点
,

两种汇价之间的差距由年初的 8
.

42 %扩大

到年底的 26
.

20 %
,

而且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

这对于统一汇率

是很不利的
。

这种情形的产生
,

主要是由于两个平行市场的汇

率机制不同
,

调剂市场基本上是开放型的
,

而官方市场仍然是

封闭性的
,

因而汇率变动大不相同
。

现在分别说明如下
.

在调剂市场上
,

由供给和需求决定汇率水平
,

由汇率调节

外汇的分配
,

保持供需的平衡
.

一年多来
,

美元调剂价急剧上

升的原因是
: (1 ) 调剂市场逐步走向公开化 . ( 2) 外贸体制改

革要求企业自求外汇平衡
,

大大刺激了进 口需求 . (3 ) 对用汇

投 向的管理更为宽松
,

企业单位经营用汇的比重不断提高 .

(4 ) 外资调剂对外汇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
。

由于以上原因
,

1 9 9 2 年人民币的调剂市场价共下跌了 24
.

n %
,

这基本上反映

了外汇的真实供求关系
.

另一方面
,

官方外汇市场仍用集中

的
、

行政性的管理和分配方式
,

这种汇率机制存在两个关键问

题
.

首先
,

人民币汇率的调整缺乏科学的依据
.

其次
,

人民币

汇率的调整缺乏机动灵活性
,

不能适应国内经济情况的迅速变

化
.

多年来
,

人民币钉住美元
,

不经常调整
.

虽然 1 9 85 年政

府曾经宣布实行管理浮动
,

实行上是环绕美元实行爬行钉住
,

进行经常的小幅度调整
,

想以爬行方式
,

逐渐与市场汇率接

轨
,

统一起来
。

因此
,

官方汇率显得僵硬
,

不能反映急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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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场情形
。

一是
,

由于邓小平同志南巡
、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
、

货币信贷高速增长
、

通货膨胀压力继续增加及社会心理

的推波助澜作用
,

经济金融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 二是
,

由

于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关系
,

政府已经宣布从
’

1 9 9 2 年底起降低

30 。。 多种商品的进 口税 (关税总水平降低 7
.

3% )
,

并在两年

内取消 2 / 3 以上的进 口许可证
,

这将进一步刺激进 口需求
,

对外汇的需要也要进一步增长
。

在这种情形下
,

人民币官方汇

价小步下调
,

就没有多大作用了
。

很明显
,

调剂价格是靠市场

机制调节的
,

能对市场变化作出灵活反应
,

而官方汇价比较刻

板
,

不能灵活适应
,

这就使官方汇价与调剂价格之间的差距趋

于扩大
。

在人民币长期高估的情形下
,

官方汇价急需下降到现

实的水平
,

作为建立反映市场情况的官方汇率的第一步
.

因

此
,

19 93 年官方汇价下调的速度要快于 1 9 9 2 年
,

将官方汇价

与调剂价格的差幅缩小到 10 %以内
,

调整时机与幅度要与国内

外经济金融变化趋势相适应
。

总之
,

为了适应国内经济的发展

和国际收支调节的需要
,

必须增加官方汇率调整的机动灵活

性
,

为统一汇率创造条件
,

为赴关做好准备
。

关贸总协定第二部分第十五条规定
,

缔约国在外汇问题上

采取的行动要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的条款
。

《 国际货币基金协

定 》 第八条第三款明文禁止会员国实行歧视性汇率安排复汇率

制
.

但我国现在实际上有几种汇率
,

如官方牌价
、

外汇调剂

价
、

特区市场商品双重货币价和一个非法的外汇黑市
,

多种汇

率不符合基金组织的要求
,

而多种汇率所隐含的补贴和征税也

不符合关贸总协定的精神
,

这对我们申请重返关贸总协定是十

分不利的
.

我国外汇体制还加快向统一汇率过渡
.

我国有多种汇率
,

但基本上是官方价和调剂价格并存的双

轨制
.

双重汇率向单一汇率过渡
,

一般可通过两个途径
:
一种

是使两种汇率逐渐靠扰
,

最后合而为一
。

第二种是通过不断增

加平行市场外汇交易的比重
,

最后全部过渡到平等市场
.

我们

最好采取双管齐下的办法
,

一方面调整官方牌价
.

逐渐同调剂

价格靠扰
,

同时不断扩大外汇调剂市场的交易范围
,

不断增加

外汇调剂的数 t
,

最后全部过渡到平行市场
,

建立全国外汇交

易中心
,

统一汇率
,

实行宏观控制下的弹性汇率制
。

现在大约

7。%的经常帐户交易是由市场而非官方集道分配的
.

因此
,

不

断缩小两种汇价的差距
,

加快向以市场为中心的单一汇率制过

渡
,

不会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过大的展动和损失
。

不过
,

将官

方汇价逐步降低到调剂价格的水平
,

必须得到限制总需求增长

的政策的支持
,

限制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对缩小汇率间的差额

和改善国际收支状况是行之有效的
,

因为这种政策限制了总需

求的增长
,

避免了经济中过多资金的流动
,

否则不仅不能防止

市场波动
,

还会扩大汇率之间的差幅
,

这就达不到统一汇率的

目的了
,

所以汇率的调整是一次复杂的系统工程
,

涉及综合性

的操作
,

必须配套进行
,

把不利影响减小到最低限度
,

特别要

警惕严重通货膨胀的发生
,

防止其对国民经济反弹的负效应
,

以免陷人汇率调整的恶性循环
.

这样
.

人民币汇率逐步下调
,

有利于货币向一元化方向发展
,

有利于加人关贸总协定
,

也有

利于促进国际和国内市场的一体化
.

二
、

自由兑换

外汇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
,

使人民

币高度国际化
,

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创造较为长期
、

稳定的环

境
.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
,

货币的可兑换问题
,

根据兑换的
“

自

由程度
”
可以分为许多的层次

, “

自由程度
”
越大

,

即兑换的

限制越少
,

这种货币的可兑换性就越强
,

反之则反是
.

根据基

金组织的规定
,

会员国应允许其居民不受限制并没有歧视地将

本国货币用于经常项目交易的有效支付和转移
.

实行这种政策

的国家即被认为是
“

第八条款会员国
” ,

不然的话
,

就属
“

第

十四条款会员国
” .

所以基金组织的货币自由兑换只涉及经常

项目交易
.

这是狭义的自由兑换
.

如果一国货币不仅能在国内

自由地转换成外国货币
,

而且在国际市场上也能够自由地转换

成外国货币
,

不论是经常项目还是资本项目
,

都可进行兑换
.

这就是广义的自由兑换或充分的自由兑换
。

近十年来
,

我国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放松外汇管制
,

为外

汇体制合理化创造了条件
,

因而目前人民币具有低度的可兑换

性
,

但这是一种很有限的自由兑换
.

严格地讲
,

人民币还不是

吉坡隆市中心马的来西亚国银家行大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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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可兑换货币
。

没有货币的自由兑换就不会有真正的外向

型经济
.

也达不到乌拉圭回合框架协议的根本要求
.

1 9 91 年 4

月
,

中国将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下 调 1%
,

引起了西方报界的

注愈
。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
,

如果中国政府有规律地实行货币贬

值
,

基木上同市场趋向步调一致
,

就将为人民币的自由兑换铺

平道路
。

这就是说
,

只要引进市场调节的机制
,

逐步消除对经

常性国际支付的限制
,

我国列人茶金组织
“
第八条款国

”
的 日

子就会渐渐到来
.

人民币实现自山兑换后
,

就可以说达到汇率改革的宏伟 目

标了
,

这不仅符合国际货币从金组织的原则
,

而 且使汇率更能

反映市场的现实
,

促进对外贸易
,

加速吸引外资
,

增强同国际

金融市场的联系
,

巩固人民币在世界货币中的地位
,

从而推动

木国对外经济关系的 发展
.

实行货币自山兑换 ; 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
、

条件
.

国际经

脸表明
,

要使人民币成为兑换的货币
,

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

l
、

完全开放外汇市场
,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在外汇市场

买卖外汇
,

允许外汇 自由交易
,

对外贸和外汇实行间接手段调
}

控
。 i

2
、

宏观经济政策叉配套措施必须适当
,

在宏观控制的 目

标范围内
,

汇率山外汇市场上的供求决定
,

以保持一个符合实

际的稳定汇率
。

货币的可兑换性不 J连一个简单的货币问题
,

它

妙及到整个宏观经济制度故至政治环境
。

、
’

氛 外汇储备必须相当充足
,

以便
` ·

中央银行
”
可以进人

市场操作
,

形响汇率彼动的幅度和趋势
,

使之符合国际收支基

家乎衡的政策目标
,

充裕的外汇储价是货币 l劫由兑换得以顺利

实施的基础
,

特别是在实施初期
,

它可以保持货币的良好信

誉
。

从上述条件看来
,

人民币走向自由兑换的道路是艰巨复杂

的
,

必须采取积极稳妥的措施
,

有计划
、

有步骤地分阶段进

行
,

实行逐步的自由化
.

根据当前实际经济情况
,

可以分为三

个阶段
,

实现转换过程
.

(一 ) 1 9 9 3 年统一外汇调剂市场
,

政府颁布外汇买卖者在

全国指定交易中心自山买卖的规定
,

取消一切有关外汇使用和

市场进入的直接限制
,

外汇自山流通乃地全国性市场的前提
.

在市场法规和市场操作统一后
,

建立全国性的平行市场
.

(二 ) 1 9 9 4 年统一官方汇率 与市场汇率
。

现在官方汇率和

市场汇率之间仍有相当的距离
,

应根据国际收支和国际储备的

变化
,

不断将官方汇率小幅度下调
,

最后贬值到反映市场情况

的现实水平
,

统一汇率
,

将汇率的统一作为达到最终目标的助

动器
.

统一汇率采用弹性的管理浮动制
。

弹性汇率机制是向自

山兑换过渡的一个必姿条件
.

(三 ) 1 9 9 5 年保持适度的 }刚坏储备水平
,

转向经常项 目的

无限制的自由兑换
。

如何 (F]J 定最适度储务 ? 这是一个有争议的

问题
,

而且各国的情形也不 一样
。

从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用三个

月进 llJ 额来估算国际储备额的做法可以作为参考
,

但不是一成

不变的准则
。

中国在最近十年巾的大多数年份
,

储备都维持在

四个月以 仁
,

但考虑到进 口的放松
、

外汇管制的取消
、

对外贸

易的发展变化和木国经济发展的规模等因素
,

在长期内
,

一般

以保持六个月进 :lj 所需储备头寸为宜
.

当我们能保持相当于六

个月进 日额的稳定储备水平时
,

也就是实行一定程度自由兑换

的时期
。

在木世纪末人民币实行充分自由兑换
,

也是有可能

的
。

总起来U卜
,

人民币自山兑换的重要性决不能低估
,

没有货

币的自由兑换
,

就不会有真正的多边贸易
。

为了准备赴关
,

现

在是人民币改革加快步伐的时候了
。

口

霭
东方巨龙 贺艺民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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