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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不断增强，外贸企业将面临新一轮的财务

风险考验。本文以出口流通型外贸企业LHGF公司2014年部分产品远期结算出口业务的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结合美元

兑人民币的市场汇率进行分析并建立SD模型。研究结果表明，运用外汇风险管理中的BSI法并加以修正与反馈、设计汇

率风险控制系统的SD模型可以有效地消除因美元贬值带来的企业损失，并在风险控制中得到额外收益来规避汇率波动

对企业产生的财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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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企业汇率风险控制系统设计
——基于系统动力学视角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已步入

新常态，其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不断增强，外贸企业面临新一

轮的汇率风险考验，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汇率风险管

理，企业将遭受严重的风险损失。

目前国内外的研究文献多从企业的现金流量、金融衍生

工具和外币债务等方面并结合资本市场进行分析，认为企业

可以通过金融衍生工具进行有效的对冲，来减少面临的汇率

风险。同时，多数风险管理机构通过远期合同法进行套期保

值，将未来的时间、价格、数量等因素加以确定，即将未来的

成本锁定到现在，达到规避风险的目的。事实上，如何将汇率

风险计量模型与企业内部管理有效地结合是目前学术界研

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以系统动力学为视角，

以出口流通型外贸企业LHGF公司为研究对象，综合外汇市

场的相关数据及企业自身的经营情况，重点从外贸企业所面

临的汇率风险问题上建立 SD模型，找出企业汇率风险管理

中的优势和不足，从搜集相关数据、建立合理的财务风险预

测机制以及加强汇率风险控制体系等方面为管理者制定相

应的管理策略。

二、外贸企业汇率风险分析

本文主要将以出口贸易为主的流通型企业 LHGF公司

作为研究对象。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该企业采用一般贸易为

主要的对外贸易形式，既没有实际的工厂，自身也不进行生

产，主要是通过在国内的采购来出口产品。随着业务的扩展，

企业的出口规模整体上大于进口规模，从某种意义来说，其

结构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衡。由于企业的主要利润来源于出口

业务，且出口业务利润占据了整个利润的 85%，并且以远期

为主要结算方式，结算货币为美元。因此，以下将以2014年部

分产品远期结算出口业务的相关数据为研究对象展开分析，

如表1所示。

表 1为LHGF公司部分产品出口到美国、德国、日本、波

兰、亚美尼亚等国家的远期结算业务。其中的产品链锁式接

链环出口到美国，结算方式为提单日后 30天付款，采用美元

进行结算。2014年4月16日合同签订时外汇市场牌价美元兑

换人民币汇率为6.1589，工厂备货需要两个月，到2014年6月

16日正式出口时，当期的汇率下跌至6.1537，经过 30 天之后

2014年7月15日收汇，当期的汇率为6.149，在整个过程中将

美元折算成人民币的应收账款变化如下：

合同签署时间：602312.25×6.1589=3709580.92（元）

提单时间：602312.25×6.1537=3706448.89（元）

结汇时间：602312.25×6.149=3703618.03（元）

风险损失=3709580.92-3703618.03=5962.89（元）

损失比率=5962.89/3709580.92×100%=0.16%

同理，根据产品弧齿型接链环出口到德国的相关数据，

提单时间后60天结汇，在整个过程中将美元折算成人民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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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变化如下：

合同签署时间：412324.68×6.1528=2536951.29（元）

结汇时间：412324.68×6.1137=2520829.40（元）

风险损失=2536951.29-2520829.40=16121.89（元）

损失比率=（16121.89/2536951.29）×100%=0.64%

根据同样的计算方法，计算液压切莲器适配刀头、C级

矿用圆环链、气动切割锯等产品的应收账款变化产生的风险

损失情况，如表2所示。

通过表 2分析发现，在不考虑国内原材料价格和劳动力

价格上涨的前提下，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所带来的损失使得出

口产品的损失比率达到了 0.38%。如果预期未来人民币呈现

长期升值的趋势，结算周期越长，汇率波动所带来的损失的

可能性就越大，最终企业面临的风险损失就越大。如果企业

不采取合理的风险防控措施，通过降低未来的利润来主动承

受外汇市场汇率的波动风险，就会因交易风险而付出巨大的

代价，从而削弱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最终对企业的

长期发展极为不利。

三、系统动力学视角下外贸企业汇率风险控制系统设计

（一）建立汇率风险控制系统因果回路图

在上述风险损失相关数据的分析基础上，笔者结合系统

动力学的基本原理，运用Vensim软件建立汇率风险控制系统

的因果回路图，如图1所示。具体步骤如下：

1. 结合外汇市场中的汇率数据设置变量。将对外采购部

所发生的 30天或 60天远期结算出口所发生的合同金额（美

元）进行分析与计量，结合当期汇率（签署日）计算出折合人

民币金额（签署日），结合到期汇率（收款日）计算出折合人民

币金额（收款日），最终将折合人民币金额（签署日）与折合人

民币金额（收款日）两者相抵计算出每笔经济业务的风险损

失金额，即变量第N笔业务风险损失金额（人民币），同时将

其累加设置变量风险损失累计金额（人民币）。此外，为了便

于比较汇率变化程度，不妨根据当期汇率（签署日）与到期汇

率（收款日）二者之差设计参考变量汇率差值。

2. 根据第N笔业务风险损失金额（人民币）的计算结果

逐一进行分析：如果第N笔业务风险损失金额（人民币）为负

产 品

链锁式接链环

弧齿型接链环

弧齿型接链环

液压切莲器适配刀头

液压切莲器适配刀头

C级矿用圆环链

C级矿用圆环链

C级矿用圆环链

气动切割锯

气动切割锯

合计金额

合同金额
（美元）

602312.25

412324.68

283456.36

212354.39

412354.69

263254.37

295123.45

835648.96

664527.96

913254.36

4894611.47

合同签署

签署时间

2014-4-16

2014-8-18

2014-5-21

2014-8-25

2014-10-10

2014-6-20

2014-5-14

2014-8-15

2014-8-4

2014-7-7

合计金额

当期
汇率

6.1589

6.1528

6.1645

6.1653

6.147

6.1524

6.1653

6.1538

6.1661

6.1658

折合人民币
金额①

3709580.92

2536951.29

1747366.73

1309228.52

2534744.28

1619646.19

1819524.61

5142416.57

4097545.85

5630943.73

30147948.69

结汇

结汇时间

2014-7-15

2014-12-17

2014-9-19

2014-11-26

2014-12-10

2014-10-20

2014-9-15

2014-11-14

2014-12-10

2014-7-11

合计金额

当期
汇率

6.149

6.1137

6.1455

6.1354

6.1195

6.1435

6.1452

6.1399

6.1195

6.1469

折合人民币
金额②

3703618.03

2520829.4

1741981.06

1302879.12

2523404.53

1617303.22

1813592.62

5130801.05

4066578.85

5613683.23

30034671.1

风险损失
①-②
5962.89

16121.89

5385.67

6349.4

11339.75

2342.96

5931.98

11615.52

30967

17260.51

113277.58

损失
比率

0.16%

0.64%

0.31%

0.48%

0.45%

0.14%

0.33%

0.23%

0.76%

0.31%

0.38%

产 品

链锁式接链环

C级矿用圆环链

弧齿型接链环

C级矿用圆环链

气动切割锯

气动切割锯

C级矿用圆环链

弧齿型接链环

液压切莲器适配刀头

液压切莲器适配刀头

出口国

美国

日本

波兰

亚美尼亚

日本

美国

德国

德国

古巴

波兰

期限

30天

60天

60天

30天

30天

60天

60天

60天

30天

30天

合同金额
（美元）

602312.25

295123.45

283456.36

263254.37

913254.36

664527.96

835648.96

412324.68

212354.39

412354.69

合同签署

签署时间

2014-4-16

2014-5-14

2014-5-21

2014-6-20

2014-7-7

2014-8-4

2014-8-15

2014-8-18

2014-8-25

2014-10-10

当期汇率

6.1589

6.1653

6.1645

6.1524

6.1658

6.1661

6.1538

6.1528

6.1653

6.147

提单

提单时间

2014-6-16

2014-7-14

2014-7-21

2014-9-19

2014-9-7

2014-10-10

2014-9-15

2014-10-17

2014-10-27

2014-11-10

当期汇率

6.1537

6.1485

6.1547

6.1455

6.1516

6.147

6.1452

6.1407

6.1446

6.1377

结汇

结汇时间

2014-7-15

2014-9-15

2014-9-19

2014-10-20

2014-7-11

2014-12-10

2014-11-14

2014-12-17

2014-11-26

2014-12-10

当期汇率

6.149

6.1452

6.1455

6.1435

6.1469

6.1195

6.1399

6.1137

6.1354

6.1195

表 1 LHGF公司部分产品远期结算出口业务数据

表 2 LHGF公司部分产品远期结算出口业务风险损失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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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不进行汇率风险管理控制；如果风险损失金额（人民币）

为正数，即产生了出口业务的汇率风险损失，此时风险决策

部门对汇率风险管理进行控制。

3. 根据合同金额（美元）来确定借款金额（美元），并结合

当期汇率（签署日）采用即期合同法计算出兑换金额（人民

币）。接着，将兑换出的人民币进行投资，即变量投资金额（人

民币）。

4. 将投资金额（人民币）结合货币市场中人民币的投资

收益率水平，计算出投资人民币的收益金额，即投资收益（人

民币）；同时，将借款金额（美元）与美元贷款利率相结合，计

算出利息偿还金额（美元）；其次，根据美元偿还利息金额的

多少将投资收益（人民币）与到期汇率（收款日）相结合计算

出投资收益折算金额（美元）；最后，根据实际情况计算人民

币风险收益储备资金。

5. 将每一期的风险收益储备资金（人民币）按照一定的

投资计提比例纳入下一期用来进行汇率风险控制的投资金

额。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投资计提比率由风险损失比率所决

定，而风险损失比率是由第N笔业务风险损失金额与折合人

民币金额（签署日）两个变量共同决定的。通过投资计提比例

计算出的投资金额与即期合同兑换金额（人民币）共同纳入

下一期投资金额来进行风险对冲，由此周而复始，既可以规

避汇率风险损失，也可以在汇率风险管理控制中获得一定的

超额收益。

经过上述设计，我们可以看出，图1中整个汇率风险控制

系统的因果回路是由汇率风险损失引起的，导致该企业为了

规避因美元汇率波动所带来的利润损失，通过借入与合同金

额相同数量的美元，接着根据外汇市场的即期业务兑换成人

民币来消除汇率风险，由于汇率风险消除后又会产生货币时

间价值的利率风险，因此通过投资收益来抵补利率损失，最

终建立了风险收益储备资金并计提下一期的借款金额和投

资金额，从而来影响下一期的汇率风险控制系统。整个系统

通过“投资金额（人民币）→投资收益（人民币）→风险收益储

备资金（人民币）→投资金额（人民币）”的回路来对冲汇率风

险损失。

因果回路图设计完成后，为了更好地运用企业的汇率风

险控制系统，不妨将其转化成企业的汇率风险控制系统的存

量流量图（SD模型）来进行有效性分析。

（二）汇率风险控制系统的SD模型设计

汇率风险控制系统的SD模型主要反映企业在发生了由

美元汇率波动产生的风险损失金额（人民币）的流量变化，以

及采用有效的汇率风险控制所产生的风险收益储备资金（人

民币）的变化情况，如图2所示。具体步骤如下：

1. 在进行汇率风险控制之前，为了对风险管理部门提供

有效的决策依据，保证数据具有对比性，假定LHGF公司不

进行任何汇率风险控制，按照外汇市场的汇率走势并结合企

业的具体业务设置人民币风险损失金额，即风险损失金额

（人民币）。变量风险损失金额（人民币）由折合人民币金额

（收款日）与折合人民币金额（签署日）两个影响变量决定，其

中折合人民币金额（收款日）变量是由合同金额（美元）及到

期汇率（收款日）二者的乘积决定，折合人民币金额（签署日）

是由合同金额（美元）与当期汇率（签署日）二者的乘积决定。

当期汇率（签署日）可根据外汇市场美元兑换人民币当期的

挂牌汇率执行，到期汇率（收款日）来源于表2数据，以上两个

变量可以通过Step语句进行相应的编程设置。

同时，为了验证每一笔出口业务汇率风险损失的变化

量，折合人民币金额（收款日）与折合人民币金额（签署日）两

个变量之差即是第N笔经济业务风险损失金额（人民币）。通

过上述设置来对 LHGF公司出口业务的汇率风险损失问题

进行分析，以便于风险决策部门对风险损失问题加以合理的

控制。具体方程式设置如下：

图 1 汇率风险控制系统因果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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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损失累计金额（人民币）=INTEG（折合人民币金额

（签署日）-折合人民币金额（收款日））

折合人民币金额（收款日）=合同金额（美元）×到期汇率

（收款日）

折合人民币金额（签署日）=合同金额（美元）×当期汇率

（签署日）

第N笔业务风险损失金额（人民币）=折合人民币金额

（签署日）-折合人民币金额（收款日）

当期汇率（签署日）=6.1589+step（-0.0061，2）+

step（0.0117，3）+step（0.0008，4）+step（-0.0183，5）+

step（0.0054，6）+step（0.0129，7）+step（0.0115，8）+

step（0.0123，9）+step（0.0003，10）

到期汇率（收款日）=6.149+step（-0.0353，2）+

step（0.0318，3）+step（-0.0101，4）+step（-0.0159，5）+

step（0.024，6）+step（0.0017，7）+step（-0.0053，8）+

step（-0.0204，9）+step（0.0274，10）

合同金额（美元）=602312+step（-189988，2）+

step（-128868，3）+step（-71102，4）+step（200000，5）+

step（-149100，6）+step（31869.1，7）+step（540526，8）+

step（-171121，9）+step（248726，10）

2. 为了对风险损失金额（人民币）进行有效的控制，风险

决策部门以每笔经济业务数据为依据，以签署日当期汇率为

参考。并且以该笔经济业务不采用汇率风险控制的情况下未

来的汇率风险损失数据即第N笔业务风险损失金额（人民

币）为依据，决定是否采用汇率风险控制。

如果第N笔业务风险损失金额（人民币）为正值，说明未

来的汇率波动导致该笔出口经济业务产生了风险损失，此时

向银行借入与合同金额相同数量的美元，即借款金额（美

元），接着通过变量当期汇率（签署日）为依据对借款金额（美

元）采用即期合同兑换成一定数量的人民币，即即期合同兑

换金额（人民币）。此时，企业持有人民币，无论外汇市场汇率

如何波动都不会给企业造成汇率风险损失。与之相反，如果

第N笔业务风险损失金额（人民币）为负值，则不采用汇率风

险控制。具体方程式设置如下：

借款金额（美元）=IF THEN ELSE（第N笔业务风险损

失金额（人民币）<=0，0，合同金额（美元））

即期合同兑换金额（人民币）=借款金额（美元）×当期汇

率（签署日）

3. 经过即期合同兑换与该项业务相同数量的人民币之

后，此时企业离结算日还有一段时间。虽然汇率风险得以消

除，但是，一方面为了使闲置资金得到充分的利用，可以通过

将货币市场投资获得的人民币收益兑换成美元来抵消因借

款产生的银行利息；另一方面，根据美元汇率未来贬值的趋

势，风险决策者可以用相对较少的人民币换取更多的美元，

从而减少还款成本。根据上述分析，风险决策者首先可以在

变量即期合同兑换金额（人民币）的基础上设置变量人民币

的投资金额，即投资金额（人民币）；其次，根据投资金额（人

民币）并调查人民币货币市场的投资收益率（本文假设为

图 2 汇率风险控制系统的SD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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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付款期限以及到期汇率（收款日）三个数据计算出人民

币的投资收益金额，即投资收益金额（人民币）。具体步骤如

下：①这里的投资收益率为常数项，本文根据人民币短期投

资市场的投资收益情况取其平均值 6.00%，付款期限则是每

笔经济业务合同签署日到付款日之间的天数。②根据借款金

额（美元）、美元贷款利率、收款期限等三个变量计算出美元

利息的偿还金额，即利息偿还金额（美元）。需要说明的是，本

文美元贷款取一年以内的利率3.00%，同时按照到期汇率（收

款日）折算成人民币，即利息偿还金额（人民币）。③将投资收

益金额（人民币）与利息偿还金额（人民币）两个变量相抵，计

算出每笔经济业务的风险收益增量，即第N笔业务风险收益

增量（人民币），并将其累加计算出人民币风险收益储备资

金，即风险收益储备资金（人民币）。

4. 企业的风险决策者根据每笔经济业务产生的风险储

备资金按照一定的投资比率和下一期即期合同兑换的人民

币数量进行合并再投资，这样周而复始地进行循环，不断增

加人民币风险收益储备资金，从而为LHGF公司的汇率风险

控制建立充足的资金储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投资计提比

例是由正常汇率走势产生的风险损失比率决定，根据目前的

美元汇率走势来看，风险损失比率越大，则需要计提的投资

金额越多。这里不妨设置3.00%的风险损失比率为临界点，如

果风险损失比率高于 3.00%，投资计提比例按照人民币风险

收益储备资金计提 80%；如果风险损失比率小于或者等于

3.00%，投资计提比例按照人民币风险收益储备资金计提

60%。其中，风险损失比率是由第N笔业务风险损失金额（人

民币）与折合人民币金额（签署日）所决定的。此外，为了便于

比较，本文将到期汇率（收款日）与当期汇率（签署日）之间的

差值设计变量汇率差值。具体方程式设置如下：

投资金额（人民币）=即期合同兑换金额（人民币）+［风

险收益储备资金（人民币）×投资计提比例］

投资收益金额（人民币）=投资金额（人民币）×投资收益

率×收款期限/360

投资收益率=0.06

收款期限=90+step（2，31）+step（0，3）+step（-28，4）+

step（-32，5）+step（61，6）+step（2，7）+step（-33，8）+step（37，9）+

step（-62，10）

利息偿还金额（美元）=借款金额（美元）×美元贷款利

率×收款期限/360

美元贷款利率=0.03

利息偿还金额（人民币）=利息偿还金额（美元）×到期汇

率（收款日）

第N笔业务风险收益增量（人民币）=［投资收益折算金

额（美元）-利息偿还金额（美元）］×当期汇率（签署日）

风险收益储备资金（人民币）=INTEG（投资收益金额

（人民币）-利息偿还金额（人民币），0）

投资计提比例=IF THEN ELSE（风险损失比率>0.03，

0.8，0.6）

风险损失比率=第N笔业务风险损失金额（人民币）/折

合人民币金额（签署日）

汇率差值=当期汇率（签署日）-到期汇率（收款日）

（三）汇率风险控制系统的SD模型应用

根据上述设计，以下将对 SD模型进行心智模型测试来

检测汇率风险控制系统的模拟行为，最终对汇率风险控制系

统进行综合应用。

在应用汇率风险控制系统的SD模型前不妨先进行可行

性检验，结合现实的模拟来检验企业出口业务汇率风险控制

系统的实用性。以下将结合企业部分产品远期结算出口业务

数据，通过采用理论检验，来考察上述汇率风险控制系统的

SD模型的有效性、适应性与一致性。将LHGF公司汇率风险

控制系统的 SD模型（图 2）中的汇率差值、收款期限、风险损

失累计金额（人民币）、风险收益储备资金（人民币）、第N笔

业务风险损失金额（人民币）、第N笔业务风险收益增量（人

民币）等六个参量作为参考依据，运用 Vensim 软件中的

Graph控件导出以下各数据的变化趋势。仿真结果如图3 ~图

8所示：

（c） 出口业务风险损失金额的变化

（d）出口业务风险收益增量的变化

图 3 汇率差值的变化

图 4 收款期限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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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了分析企业各项业务的收款期限与市场汇率的变

化情况，不妨将图3出口业务汇率差值的变化、图4出口业务

收款期限的变化合并成图 9，即汇率风险控制系统收款期限

与汇率差值对比图。

根据上述分析，收款期限取决于合同签署日与收款日之

间相差的天数，而汇率差值又取决于到期汇率（收款日）与当

期汇率（签署日）二者之间的差值。根据图 9所示，出口产品

时，当收款期限间隔时间越长，汇率差值就越大；收款期限间

隔时间越短，汇率差值就越小。

2. 收款期限的长短在某种意义上直接影响了汇率差值，

汇率差值是否会影响企业出口产品所产生的汇率风险损失，

能否采取合理的风险控制措施对 LHGF公司出口业务进行

风险控制？为了便于分析汇率差值对出口业务的风险损失及

其对风险控制中产生风险收益的影响，本文将图 3出口业务

汇率差值的变化、图5风险损失金额的变化、图7风险累计损

失金额的变化合并成图10，即汇率差值/风险损失金额/风险

累计损失对比图。将图3汇率差值的变化、图6风险收益增量

的变化、图8风险储备资金的变化合并成图11，即汇率差值/

风险收益增量/风险储备资金对比图。

图 5 风险损失金额的变化

图 6 风险收益增量的变化

图 7 风险累计损失金额的变化

图 8 风险储备资金的变化

图 9 汇率风险控制系统收款期限与汇率差值对比

图10 汇率差值/风险损失金额/风险累计损失对比

收款期限

汇率差值

汇率差值
风险损失累计金额

（人民币）

第N笔业务风险损失金额
（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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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显示，总体上汇率差值越大，每发生一笔出口业务

因远期结算所产生的风险损失金额就越大。如果企业在出口

业务中不采用有效的措施进行汇率风险管理，之后每一笔业

务所带来的汇率风险损失就会不断累加，最终会不断地增加

风险累计损失金额，给企业的经营带来严重的影响。

为了有效地应对汇率波动对企业出口业务所带来的风

险损失，通过上文中建立的汇率风险控制系统，进行了有效

的控制，以规避汇率波动的风险，并且建立了风险收益储备

资金来有效地对冲风险损失，图 11可以明显地证实这一方

法。整体来看，汇率风险差值越大，风险收益增量也会越大，

这样每一笔业务按照该方法进行风险控制，将风险收益增量

进行累加，最终导致风险储备资金不断递增。这说明每发生

一笔出口业务，企业通过借入美元、将即期业务兑换人民币、

将人民币进行投资赚取投资收益，最后将人民币投资收益按

照付款日的汇率兑换成美元偿还银行的利息进行对冲。这里

需要说明的是，按照美元贬值的趋势来看，美元贬值幅度越

大，企业就可以用同等的人民币投资收益换取更多的美元，

在偿还银行利息的同时，可能会产生超额的收益。如此来说，

通过汇率风险控制，把阻碍企业收益的因素转化成了提高企

业收益的因素。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运用系统动力学的理论描述并模拟了出口企业应

收账款风险控制的全过程，对汇率风险控制系统的各个要素

进行了全方位分析，构建了系统动力学模型，并使用Vensim

软件实现了系统仿真以及心智模型测试。从整体的测试结果

来看，该模型较好地吻合了出口企业应收账款风险控制体系

的诸多要素，也说明了系统动力学在出口企业应收账款风险

管理的可行性。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运用汇率风险管理中的

BSI法并加以修正与反馈、建立应收外币账款的SD模型可有

效地消除美元贬值所带来的损失，同时可在外汇风险管理中

获得收益。

若出口企业应收账款风险管理要协调好各个要素之间

的相互关系，就必须通过收集企业财务数据与外汇市场数据

来建立合理的财务风险预测机制，并制定合理的财务风险控

制体系，对国际金融市场未来的变化趋势提出可行性的方案

并进行相应的决策。

（二）SD模型设计研究启示

出口企业应收账款风险管理SD模型中的每个变量都是

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该模型可以对出口企业应收外币账

款产生的风险进行控制，在控制风险的同时产生利润，建立

合理的外汇风险管理方法并提出投资决策。根据系统动力模

型的分析，结合企业自身的现状，本文得到以下启示：

1. 及时收集企业财务数据与外汇市场数据。收集企业财

务数据及外汇市场数据可以把握即期汇率的变化趋势，根据

特定的风险控制系统记录与分析企业当前的出口业务远期

结算情况，了解汇率变化对企业的收入影响的重要因素，为

汇率风险预测和控制打下基础。因此，收集企业财务数据及外

汇市场数据是风险预测和风险控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成分。

2. 建立合理的风险预测机制。根据企业财务数据及外汇

市场数据，运用科学的方法，对应收外币款项、即期汇率、银

行利率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运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并结合当

前的经济政策、外贸政策等方面，分析和预测其汇率的变化

及企业未来应收外币账款的变化趋势，邀请专家对整个市场

预测的信息进行评估、分析及修正，为风险控制提供较可靠

的依据。

3. 设计合理的风险控制体系。为出口企业汇率风险控制

设计合理的控制体系需要借助一定的系统分析工具进行要

素分析、计算和判断，针对未来的变化趋势做出合理的决定。

通过系统工具分析可以发现应收外币账款及即期汇率的增

减变化，根据其变化趋势提前制定相关的决策方案，并对汇

率波动的风险问题提早做出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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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汇率差值/风险收益增量/风险储备资金对比

汇率差值
风险收益储备资金

（人民币）

第N笔业务风险收益增量
（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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