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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币结算合作取得进展

近段时间，中国与多个国家就加强
金融合作、拓展经贸往来展开探讨，在
推动本币结算方面取得新进展。

中方与埃及日前发表《中华人民共和
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深化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声明提到，双
方加强金融合作，续签本币互换协议；
同时提及，探讨用两国本币进行贸易结
算。美联社报道称，双方签署的联合声
明及多项合作文件，表明中埃持续深化
合作。

印度 《商业前线报》 网站近日关注
到，中国与马尔代夫目前正在推进本币
结算合作，商讨以本币支付进口商品的
款项。马尔代夫经济发展部长穆罕默德·
赛义德表示，马尔代夫每年从中国进口价
值约 7.2亿美元的商品，双方有望在以人
民币进行进口付款结算方面展开合作。

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网站报道，
中国人民银行与泰国银行签署关于促进
双边本币交易合作框架的谅解备忘录，
推进双边本币交易合作。中国与泰国在
农业、旅游业、制造业及科技等领域经
贸合作规模不断扩大，推动双方寻求便
捷可靠的支付结算新方式。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教授、厦
门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副院长蔡庆
丰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本币结算
顺应了中国与相关国家和地区贸易增长
的趋势，反映了日益增长的贸易需要。

“中国当前已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货物贸易总额居世
界第一。中国连续多年与东盟互为第一
大贸易伙伴，同时保持非洲第一大贸易
伙伴、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地位。中国
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经贸往来密切，中国
经济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
深度绑定，为推动本币结算提供了广阔

的应用场景与现实需求。”蔡庆丰说。
围绕双边本币结算安排，中国与相

关国家携手合作，近年来已取得丰硕成
果。2021 年 9 月，中国人民银行和印度
尼西亚银行宣布启动中印尼本币结算合
作框架。印度尼西亚成为继越南、老挝、
俄罗斯等9国之后，又一个与中国建立双
边本币结算协议的“一带一路”共建国
家；2023年年初，中国与巴西签署在巴西
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合作备忘录，巴
西宣布将与中国使用本币进行双边贸易
结算。此外，2023 年 3 月，中法企业完
成首单液化天然气跨境人民币结算交
易；2023 年 4 月，阿根廷政府宣布将使用
人民币结算从中国进口商品贸易。

“本币结算以经贸往来需求为支
撑 ， 是 符 合 双 方 经 济 利 益 的 互 惠 选
择。”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
究院副教授邹静娴对本报记者表示，中
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其他成
员国有密切的经贸往来，贸易需求为中
外推进本币结算合作提供了扎实根基。

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

专家表示，采用本币结算有多项优势。
“以美元为结算货币的汇兑模式，

增加了货币兑换的中间环节，不可避免
地带来时间成本与经济成本。采用本币
结算可以简化汇兑流程，降低交易的经
济和时间成本，为跨境贸易提供便利。
同时，本币结算有利于规避美元币值波
动带来的汇率风险，减少汇兑损失，缓
解外汇储备压力。得益于交易流程简
化，本币结算还有助于加快资金周转，
促进跨境投资。”蔡庆丰说。

“采用本币结算将鼓励巴西企业积
极参与中国产业链，特别是在电动汽
车、清洁能源、生物技术、精准农业等
领域。”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经济与国

际研究所主任马科斯·皮雷斯谈及巴中
本币结算合作时表示，从金融角度看，
使用本币结算可以创造大量雷亚尔和人
民币资本，带动直接投资。

“促进结算货币的多元化，提升双
边本币结算占比，有利于提高相关国家
的资金流动性，降低汇率波动风险，稳
定市场参与者预期，促进双边经贸往
来。”邹静娴说。

在中外推进本币结算合作过程中，
人民币凭借优势获得多方青睐。中国人
民银行数据显示，2023年，人民币跨境
收付金额合计 5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24.2%。其中，货物贸易跨境人民币收付
金额占同期货物贸易本外币跨境收付总
额比重为 25%，较 2022 年上升 7 个百分
点。截至2023年末，人民币跨境支付系
统业务范围覆盖全球182个国家和地区。

邹静娴表示，人民币具备良好的国
际信誉。中国的综合实力、负责任的货
币政策、稳定的经济增长以及充足的外
汇储备等诸多因素是让其他国家接受并
使用人民币的“定心丸”。

“近年来，人民币汇率抗风险能力继
续增强，在疫情冲击、地缘政治冲突等短
期风险因素下，人民币在长期合理均衡
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蔡庆丰说，对相
关国家而言，在跨境贸易结算中选择人
民币，有助于减轻汇率波动影响，降低结
算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和安全性。

释放互惠合作潜力

专家表示，尽管当前本币结算的使
用规模尚不及美元等货币，但中国与贸
易伙伴在相关领域有广阔合作空间。

“一种货币被广泛用于结算、清
算，离不开高效的支付体系。当前，中
国在移动支付、数字货币等方面已走在
世界前列。”邹静娴提到，除了人民币
跨境支付系统，中国人民银行参与的多

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正在积极探索央
行数字货币在国际贸易中的应用。该项
目一旦获得推广，有望进一步提升人民
币在跨境贸易、投资活动中的作用，吸
引更多国家与中国达成本币结算合作协
议，加强本币结算的网络效应。

“从长期来看，本币结算合作的影
响十分深远。”马科斯·皮雷斯接受媒体
采访时表示，随着越来越多国家与中国
达成本币结算合作，全球贸易和投资形
势将发生改变。

蔡庆丰表示，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
区推进本币结算合作，有利于推动国际
货币体系多元化发展，强化相关国家与
地区的金融经济自主，降低国际贸易与
国际金融活动对美元的依赖，减少美联
储货币政策与汇率风险对国际经济基本
面的负面冲击，进而降低国际经济的系
统风险、提升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对于大宗商品贸易国而言，推进
本币结算有助于提升在国际大宗商品定
价方面的话语权，提升国际影响力。”
邹静娴表示，新能源领域有望成为本币
结算未来的应用方向之一。

“中国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本币结
算合作，将进一步释放全球经济的贸易
投资潜力。”蔡庆丰说，推进本币结算
合作，将为中国和共建“一带一路”国
家相关贸易和投资往来持续创造有利条
件，加强中国与相关区域经济联系，推
动区域内投资贸易便利化。同时也有利
于各方共同应对汇率风险、抵御国际市
场外部冲击、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

上图：中国飞机租赁集团向印度尼
西亚翎亚航空交付的第三架国产喷气式
ARJ21 飞机于 5 月 31 日傍晚抵达印尼首
都雅加达。这是国产飞机的首单人民币
跨境结算交易。图为在印度尼西亚雅加
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工作人员在
国产喷气式ARJ21飞机前合影。

印尼翎亚航空供图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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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一架由印度尼西亚方面
租赁的中国国产飞机抵达雅加达。这
项交易使用人民币支付租金，是国产
飞机的首单人民币跨境结算交易。

这是本币结算合作的一个缩影。
随着中国与更多贸易伙伴达成协议、
强化本币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中的
使用，中外跨境交易有望享受更多便
利，双边与区域贸易投资合作将迎来
新的发展机遇。

环 球 热 点环 球 热 点

近来，东南亚多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多个国家打
破最高气温纪录。极端天气不仅对民众健康造成威胁，
也影响到生产经营活动。气象学家建议地区国家尽早制
定应对高温天气的紧急行动计划，提高地区国家应对气
候变化能力。

今年，泰国 30 多个府的气温创下新高。特别是 4 月
份以来，一些地区出现 44.2 摄氏度高温，酷热指数一度
达到 52摄氏度的危险级别，已有 61人因中暑死亡。3月
至5月，菲律宾频现高温天气，36个地区的气温达到“危
险”级别。马来西亚的森林和泥炭地因高温导致火灾频
发，多个州空气污染加重。

越南100多个气象站在4月创下气温历史新高，北部
和中部最为严重，平均气温比去年同期高出 2—4 摄氏
度，一些城镇的气温一度达到 44摄氏度。柬埔寨、老挝
均面临持续干旱，最高气温超过 43摄氏度。据缅甸气象

与水文局发布的数据，今年4月成为该国有气温记录以来
最炎热的月份，位于中部的马圭省、曼德勒省多个地区
多次被列入全球最热地区名单。

持续高温天气对东南亚国家的供水、供电和农业生
产等造成影响。泰国、越南等国用电量持续创下新高，
一些国家还出现电力短缺、停电等情况。泰国的一些度
假岛屿出现淡水供应紧张，皮皮岛、苏梅岛等地的水库
水位出现下降，缺水导致酒店运营成本增加。高温和干
旱还影响了柬埔寨的胡椒和马来西亚的稻米等作物种
植。柬埔寨贡布省相关部门表示，今年的高温天气可能
导致该省胡椒年产量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低。

为降低极端高温天气对经济活动和民众健康的影
响，东南亚多国持续发布预警和提示。泰国政府提醒患
有基础疾病的民众减少户外活动时间，建议人们在气温
飙升时尽量待在室内。泰国商务部正在评估高温天气对
农业和畜牧业造成的影响，适时采取措施提供帮助。柬
埔寨首相洪玛奈要求该国农林渔业部和国家灾难管理委
员会等机构制定应对干旱的计划，并对灌溉系统进行检
查和修复。越南政府 4 月初签发了应对高温、干旱、缺
水、海水倒灌等极端天气和现象的政策文件，要求国家
机关和地方政府及时部署应对措施。

新加坡地球观测研究所所长霍顿认为，厄尔尼诺、
全球气温上升及气候变化是东南亚出现极端高温天气的
主要因素。气象学家呼吁各方采取紧急行动计划，减少
碳排放，阻止气温进一步上升。波士顿咨询公司东南亚
可持续发展与气候变化实践负责人西瓦普拉萨德表示，
近期的高温天气提醒东南亚各国政府，该地区仍然极易
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各国需要采取措施以适应并增强
气候复原力。 （本报曼谷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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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近日，在泰国曼谷一个市场，工人从车上卸载
冰块。 新华社/路透

这里，儒风千载文脉相传，
能体会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这
里，海岸线绵延曲折，能看到蓝
色经济发展的活力；这里，绿色
经济创新不断，“不只是好客！”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6 月 5 日 至 8 日 ， 来 自 阿 根

廷、南非、沙特、越南等国家和
国际组织的 10 余位驻华使节和代
表应外交部邀请做客山东，感受
齐鲁大地山与海的浩荡气魄，体
悟儒家文化的深厚底蕴，探讨新
领域新合作的更多可能。

6月的曲阜天朗气清，坐落在
曲阜南北城市中轴线上的孔庙古
树参天。使节们循着道路两旁的
百年古树走向庙堂深处，领略中
国先哲的千年智慧。

格林纳达驻华大使马岩曾在
中国留学，对“仁义礼智信”的
理解颇有心得。马岩说，儒家思
想中的这些价值观深刻影响了人
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参访途中，南非驻华使馆公
使巴仕迪精心挑选了一对孔庙造
型的金属书签当做纪念品。巴仕
迪表示，如今南非和中国在人文
领域交流合作富有成效，为两国
巩固双边关系提供了极大助力。

“孔子思想体现出人类文明的
博大精深。”阿根廷驻华大使马致
远感慨，“我们应该明白，文明因
共存而和谐、因多元而精彩。”

随着高铁向东疾驰驶向海滨
之城烟台，一片蓝色在使节们眼
前舒展开来。海岸线绵延曲折的
山东，生态渔业发展潜力巨大。

濒临大西洋的摩洛哥同样拥
有丰富的渔业资源，是非洲最大
的产鱼国和世界最大的沙丁鱼出
口国。摩洛哥驻华大使安萨里
说，鉴于各国对水产需求不断增
加，渔业养殖还有很大的市场空
间，期待与中国发展更多在该领
域的伙伴关系，探索海洋渔业的增产转型。

芒种已过，烟台大樱桃的收获期接近尾声。在烟
台市福山区回里镇半月湾农业示范基地，十余个品种
的樱桃颜色鲜亮、个头饱满。“有些品种也在非洲种
植。”莱索托驻华大使拉巴莱注意到，除了新品种选
育，基地还有一项技术，能让果园里长蘑菇。

“他们利用果园生产管理的空闲期在树下种植赤松
茸。”拉巴莱称赞道,“这是一流的农业技术，也正是我
们国家需要的技术。”

“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寻求更多与中国企业在新兴技
术领域的合作机会！”参访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时，
沙特阿拉伯驻华使馆公使卡西姆·戈什兰说。

得知东方电子在沙特实施了新型数字化配电终端
项目，帮助当地提升了电力智能化水平，卡西姆·戈什
兰主动同工作人员加了微信好友。他告诉记者：“我决
定在山东多留几天，进一步对接两国企业间的合作。”

新能源动力系统、智能配用电技术、海工装备制
造、海洋资源综合开发……山东绿色经济和蓝色经济
的新发展是使节们此次参访了解的重点。

“这里的规模之大、设施完备程度之高，如果不是
亲眼所见，难以想象。”来到中集来福士海洋工程有限
公司烟台基地的厂区码头，马致远感叹。不远处，开
采可燃冰的“蓝鲸2号”钻井平台等高端海工装备在巨
大的轰鸣声中更显气势磅礴。

了解到中集来福士的许多海工装备都是自主研发
设计，马岩表示，正是“科技创新和战略眼光”推动
了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

莫桑比克驻华大使玛丽亚·古斯塔瓦说，山东在基
础设施、绿色能源等领域都实现了高水平发展，经济
多元、充满活力。

“这里不只是好客！”安萨里说，山东蕴含的潜力
可以迸发出无限可能。

（据新华社电 记者曹嘉玥、张昕怡、丛佳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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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9日，人们在法国北部的勒图凯—巴黎普拉日一处海边休闲。
新华社/法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