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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为什么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为什么固定汇率之下该国
要有相对较多的外汇储备?-股识吧

一、为什么我们有很多的外汇储备却还要发行国债？

首先，要明白外汇储备与国债的关系。
外汇储备：是由中央银行管理；
来源：例如，是国外机构、企业、个人汇款等，用美元或者其他国家的货币与国内
银行兑换人民币，说白了就是中央银行用手里的人民币与外企等等换来的，不是我
们自己的。
国债：是指一国政府发行的债券，一个国家管理收入和支出的部门是财政部；
收入主要是指税收，支出包括很多：军事、公务员和教师工资、社会福利等等。
当收不抵支的时候，财政部就需要发行国债，想社会机构、企业和老百姓借钱。
如果把外汇储备用于国内，会造成货币贬值，因为对等的人民币已经给了那些兑换
人；
如果再这些钱拿出来用，会造成钱太多，会引发通货膨胀，物价升高，回到解放前
老百姓用一麻袋的钱去买一盒火柴的情况。
参考资料：玉米地的老伯伯作品，拷贝请注明出处

二、为什么固定汇率之下该国要有相对较多的外汇储备?

展开全部因为一般选用固定汇率的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不是很稳定，容
易遭受国外风险投资者的冲击。
例如97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这样。
所以从那是以后，发展中国家都开始增加自己的外汇储备，中国也是这样。

三、中国为什么要买那么多美元外汇储备？

外汇储备就其影响来说具有两面性，首先有利的方面主要包括四点：
一、调节国际收支，保证对外支付。
一定的外汇储备是一国进行经济调节、实现内外平衡的重要手段。
当国际收支出现逆差时，动用外汇储备可以促进国际收支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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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内宏观经济不平衡，出现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可以动用外汇组织进口，从而
调节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促进宏观经济的平衡。
&nbsp；
&nbsp；
二、干预外汇市场，稳定本币汇率。
同时当汇率出现波动时，也可以利用外汇储备干预汇率，使之趋于稳定。
三、维护国际信誉，提高融资能力。
外汇储备的增加不仅可以增强宏观调控的能力，而且有利于维护国家和企业在国际
上的信誉 四、增强综合国力，抵抗金融风险。
外汇储备有助于拓展国际贸易、吸引外国投资、降低国内企业融资成本、从而防范
和化解国际金融风险。

四、国家为什么要进行外汇储备？

（1）外汇储备的基本原因是为了满足国际贸易支付；
以及国际间债权债务清算的需要。
（2）基本上利大于弊。
有利于进口；
特别是对是由等大宗原材料的进口。
亦有利于遏制我国的通货膨胀。

五、为什么每个国家都要有一定的外汇储备，有什么用？

外汇储备的功能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
调节国际收支，保证对外支付二。
干预外汇市场，稳定本币汇率三。
维护国际信誉，提高融资能力四。
增强综合国力，抵抗金融风险

六、为什么我国储备了这么多美元外汇，却还要大量出口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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