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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银行代客人民币跨境收付金

额近 20 万亿元，同比增长 24.1%，收

付金额创历史新高！2019年，人民币

国际使用表现不俗。

当前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复杂多

变，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多，人民币

国际化进程怎么样？日前，中国人民

银行发布的 《2020年人民币国际化报

告》 对此进行了全景式呈现。报告显

示，2019 年人民币国际化再上新台

阶，继续保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稳

定地位。其稳健步伐的背后，是国际

社会对中国经济平稳运行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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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使用增长快

——84.6%的外贸企业选择人民
币作为跨境结算主要币种，70多个央
行或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

5月上旬，中国宝武集团下属宝钢股份与澳大利亚力拓
集团完成首单以区块链技术实现的人民币跨境结算。这是
宝钢股份继今年1月和4月分别与巴西淡水河谷、澳大利亚
必和必拓完成首单人民币跨境结算后的又一新进展。至
此，中国宝武与全球三大铁矿石供应商之间都已经实现人
民币跨境结算，金额合计超过5亿元。

近年来，越来越多企业选择使用人民币开展跨境结算。
中国人民银行对外贸企业的调查问卷显示，截至 2019

年四季度，84.6%的企业选择人民币作为跨境结算主要币
种。大型企业更倾向于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贸易和投资结
算，占比达 89%。已开展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的企业中，
国外投资企业和港澳台投资企业开展比例最高，分别为
88%和89%。

2019 年以来，受中美贸易摩擦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人
民币汇率波动加大。许多企业选择跨境人民币业务作为企
业规避汇率风险的手段，占比达64.7%。此外，结算流程简
便、降低结算成本、便利企业财务核算与资金管理也是企
业选择开展跨境人民币业务的主要原因。

企业选择的背后，是人民币对国际经济和贸易日益强
大的支撑能力，也是其国际化进程的重要体现。“2019年，
人民币国际化再上新台阶。人民币支付货币功能不断增
强，投融资货币功能持续深化，储备货币功能逐渐显现，
计价货币功能进一步实现突破，人民币继续保持在全球货
币体系中的稳定地位。”央行报告这样指出。

跨境使用增长——全年银行代客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
合计 19.67 万亿元，同比增长 24.1%，在去年高增长的基础
上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收付金额创历史新高。

储备份额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
持有储备资产的币种构成中排名第五，市场份额为 1.95%，
较 2016 年人民币刚加入 SDR 篮子时提升了 0.88 个百分点。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已有70多个央行或货币当局将人
民币纳入外汇储备。

支付地位上移——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
发布数据显示，2020年6月，在基于金额统计的全球支付货
币排名中，人民币升至第五位，占比为1.76%。

“从一些指标来看，自2009年到现在，人民币国际化已
经有一些比较令人骄傲的成就。”花旗银行研究部董事总经
理刘利刚说。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认为，总体上讲，人
民币的国际化功能已经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人民币
正处于从外围货币向次中心货币、从区域性国际化货币向

全球性国际化货币、从支付结算货币向计价和投融资货币
的迈进阶段。

在“一带一路”表现亮眼

——周边国家及“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境外机构在中国共发行熊猫债
超过 400 亿元，占 2019 年发行总金额
的68%

“目前印尼约 10%的国际贸易使用人民币。未来几年，
人民币在印尼很可能获得越来越广泛的使用。”美国外交
学者网站上刊发的文章 《中国货币在印尼的国际化》 这样
写道。

文章指出，雅加达和北京之间不断扩大的经济联系是
推动人民币日益国际化的众多因素之一。目前，中国是印
尼最大的贸易伙伴。人民币在印尼日益广泛的使用，也与
印度尼西亚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签署的双边本币互换协
议分不开。

在市场需求的推动下，近年来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及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使用取得积极进展。2019年，中国与
周边国家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约为 3.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5%；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办理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
超过2.73万亿元，同比增长32%。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认为，人民
币国际化在“一带一路”沿线的表现，反映出中国在“一
带一路”建设方面取得的初步成效，同时也是“一带一
路”建设“五通”中资金融通的体现。

近年来，中国先后与越南、老挝、俄罗斯、哈萨克斯
坦等9个周边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了双边本币
结算协议，与俄罗斯、印度尼西亚、阿联酋、埃及、土耳
其等23个周边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了双边本
币互换协议。中国与周边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双边货币金融合作不断深化。

此外，人民币已与马来西亚林吉特、新加坡元、泰铢
等9个周边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币实现了直接交
易，与柬埔寨瑞尔等3个国家货币实现了区域交易。

金融市场开放也为周边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投资者提供了多元化的投融资渠道。2019 年，菲律宾政
府、葡萄牙政府、新开发银行、意大利存贷款集团等周边
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境外机构在中国债券市场共
发行熊猫债超过400亿元，占2019年发行总金额的68%。

“随着中国与周边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往
来的不断深化，我国与周边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已形成相互依存的发展格局，人民币与周边国家及‘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本币结算面临新机遇。”报告指出。

开放助推国际化进程

——跨境使用仍保持韧性，未来
将继续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导向，坚持
市场化原则，促进合作共赢

2019 年 4 月，彭博将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国债和政策性
银行债券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9 月，摩根大通
将中国政府债券纳入摩根大通旗舰全球新兴市场政府债券
指数；9 月，标普道琼斯将 A 股纳入其新兴市场全球基准
指数……近年来，国际主要指数中的中国元素越来越多。

“国际重要金融指数吸纳中国债券和A股，充分反映了
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信心以及对中国金
融市场开放程度的认可，将有利于更好地促进国际投资者
与中国经济合作共赢。”报告指出。

这在企业的反馈中很明显。2019 年，中国银行对超
3300家境内外工商企业及金融机构使用人民币的情况进行
了市场调查，结果显示，多个方面创下新高。

作为结算货币的基础巩固。约有69%的受访境外工商企
业打算使用人民币或进一步提升人民币的使用比例，这一
占比为2016年来最高，接近历史最佳水平。

作为融资货币的吸引力正在逐步显现。约有82%的受访
境外工商企业表示，当美元、欧元等国际货币流动性较为
紧张时，将考虑使用人民币作为融资货币，这一比例创下
2016年以来的新高。

作为国际货币的预期更高。未来 10年，认为人民币的
国际地位不弱于日元和英镑的境内外工商企业合计占受访
境内外工商企业的 80%，这一比例较 2018 年的调查结果提
升了 3个百分点，是 2016年以来的四连升，并创下 2013年
首次市场调查以来的新高。

“近年来，人民币跨境使用保持快速增长，特别是今年
以来在新冠疫情冲击全球贸易、金融及经济的背景下，人
民币跨境使用仍保持韧性并呈现增长。”央行报告指出，未
来，将继续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导向，坚持市场化原则，稳
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在今后一段时间，人民币国际化会加速，同时我们也
认为一些新的金融基建、金融产品以及相关政策可以助推
人民币达到下一个较高的水平。”刘利刚认为，近年来，国
内资本市场开放的成果令人欣喜，“这些政策使我们对人民
币下一步的国际化进程更加乐观。”

中国市场不断扩大开放，日益频繁的经贸往来为人民
币国际化提供支撑。下图为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南
沙港铁路跨西江斜拉桥顺利合龙，该铁路建成通车后，南沙
港集装箱班列将直达欧洲。

金 伟摄 （人民视觉）

自 2009 年中国人民银行与香港金融管理
局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以来，人民币国际
化稳步发展。人民币国际化在初期快速增
长，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跨境使用发展迅
速。尽管之后人民币一度经历了汇率下跌和
资本流向逆转，人民币国际化仍稳中有进。
2016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将人民币纳
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 （SDR），是人民币国
际化的重要里程碑。近几年人民币跨境使用快速增
长；中国人民银行与外国央行的合作进一步加强，不
断完善双边本币互换机制，推动海外人民币清算中心
和清算行的建设；金融市场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提
升了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兑换程度。

据中国人民银行《2020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近
年来人民币跨境使用保持快速增长。人民币目前为全
球第五大支付货币，次于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
市场份额为1.76%。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
持有储备资产的币种构成中排名第五，市场份额为
1.95%，全球已有70多个国家的央行或货币当局将人民
币纳入外汇储备。贵金属、原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
人民币计价实现突破。

人民币国际化再上新台阶的同时，也必须注意到

人民币国际化目前面临着以下形势：
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相比中国经济生产和贸易在全

球的地位仍有差距。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 年中国
GDP 总量为 14.4 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位，占世界
GDP 的比重预计超过 16%。2019 年中国全年进出口贸
易总值为31.54万亿元，中国货物出口额占全球货物出
口总额的 13.2%，货物进口额占全球货物进口总额的
10.8%。相比之下，人民币在主要国际支付货币中排第
5位，市场份额为 1.76%。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仍有较
大空间。

当前国际形势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受到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际金融风险加剧。为了规避国
际金融风险带来的冲击，全球更需要多元化国际货币
体系，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先后在全球多个地区蔓延，对
各国经济生产、贸易往来产生重大打击，全球产业
链、供应链的正常运转受到影响。今后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发展可能会更加区域化和板块化，集中在北
美、欧盟、东亚三大生产中心。中国处于东亚地区供
应链的核心节点上，与东亚国家联系更加紧密，人民
币需要进一步发挥其作为国际货币的重要作用。

近几年数字货币发展迅速，在跨境结算上数字货
币可能会对传统货币带来挑战，对人民币来说在货币
市场上的竞争对手增加。加强人民币国际化、提高人
民币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显得尤为迫切。

未来在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以下几
点值得注意：

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首先要加强金融市场基

础设施建设。其中亚太区域尤其是东盟区域
是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

进一步完善离岸人民币市场产品体系，
开发更多离岸人民币产品，从而更加有效地
规避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

加快数字人民币的国际化。数字货币提
高了跨境交易的速度，要加快推广在跨境支
付中人民币的使用，以此提高人民币的流通

度和人民币在国际支付中的地位。
运用好国际组织、基金等平台来提高人民币国

际化程度，如亚洲投资建设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
银行等组织，在对外投资援助上提高人民币跨境交
易的份额。

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长期来看，人民币要有
升值空间；中短期来看，人民币汇率需保持稳健。同
时，应该考虑资本项目完全放开的可行性。

（作者分
别 为 中 国 国
际 经 济 交 流
中 心 美 欧 研
究所副所长、
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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