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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月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价格并

轨，实行单一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

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

2002年11月出台《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

投资管理暂行办法》，从12月开始实施QFII制度。

2004年2月香港银行业开始办理人民币业务。

2005年7月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

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2007年6月首支人民币债券登陆香港。

2008年7月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三定方案，

新设立汇率司，其职能包括“根据人民币国际化的进

程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

2009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发布跨境贸易人

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正

式启动。

2012年4月汇丰银行在伦敦发行了第一只人民币

债券。

2013年10月第五次中英经济财金对话在京举行，

中英两国同意人民币与英镑直接交易。

2014年3月央行将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

由1%扩大至2%，人民币汇率自由化迈出重要一步。

2014年4月沪港通宣告正式启动。

2014年6月人民币全球清算网络频频布局。6月18

日，建行担任伦敦人民币业务清算行；19日中行担任

法兰克福人民币清算行。

2014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称，决定授权

交通银行首尔分行担任首尔人民币业务清算行，这成

为在韩国打造人民币离岸中心重要一步。

2014年9月经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

中心宣布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开展人民币对欧元直接交

易。

2014年10月英国财政部宣布任命3家银行发行人

民币国债，此举意味着英国将成为首个发行人民币国

债的外国政府，人民币将首次纳入英国外汇储备中。

2014年12月人民币已代替加元及澳元，成为全球

第五大常用支付货币。

2015年1月我国取消金融机构进入银行间外汇市

场的事前准入许可。

2015年6月1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表示，

IMF团队已赴华讨论人民币纳入SDR技术事宜。

2015年8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完善人民币中

间价的报价机制，市场化改革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肯定。

2015年8月24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首次公布人民

币兑美元参考汇率，每天5次。此举亦方便人民币纳入

SDR的计价，参考汇率可以成为SDR定价标准。

2015年10月8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上

线运行，这被视为人民币国际化重要里程碑。

2015年11月首批境外央行类机构在中国外汇交易

中心完成备案，正式进入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包括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匈牙利国家银行等。

2015年12月1日（北京时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执董会宣布批准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

币篮子，新的货币篮子将于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

（本报记者 邱海峰整理）

■货币权重位列前三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资金”，
再到如今的“中国货币”，在世界经济
的脉动中，来自中国的动能正在变得
日渐强劲。

IMF总裁拉加德在宣布人民币“入
篮”时指出，这一决定是将中国经济
纳入全球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里程
碑，同时也是对过去几年中国官方在
货币与金融体系方面改革的肯定。拉
加德说，中国持续、深化的改革努力
将促使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变得更加
强劲和健康，也会促进中国经济乃至
全球经济的稳定增长。
“对于一个人均收入不足其他储备

货币经济体 1/4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来
说，成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之一的发
行国，无疑是其在国际金融中历史性
的一刻。”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
埃斯瓦尔?普拉萨德撰文评价道。

根据 IMF执董会的决定，人民币
在 SDR 货 币 篮 子 的 权 重 将 达 到
10.92%、其他货币占比依次为：美元
41.73%、欧元30.93%、日元8.33%、英
镑8.09%，因此人民币将成为SDR中继
美元、欧元之后的第三大储备货币。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
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崔凡教授在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介绍，IMF有一套
包含出口指标和金融指标的公式以确
认权重，这些金融指标包括在国际金
融市场上的交易量、某货币在各国外
汇储备中的规模、国际债券证券、国
际银行业负债等，人民币10.92%的权
重即由IMF的SDR权重公式计算得出。
“今年的评估中，IMF使用了新公

式，提高了金融指标的权重，降低了
出口指标权重。由于中国在出口指标
上明显领先，所以如果按照以往的公

式，人民币的权重还会更高一些。在
以后IMF的5年评估中，人民币的权重
还可能上升。”崔凡说。

■拥有强大经济基础

事实上，一国货币地位的高低从根
本上取决于该国经济实力，特别是与世
界其他经济体之间的联系程度。而这，
恰恰是“中国货币”的强项。

体量位居世界第二、增长贡献领
跑全球、国际贸易一枝独秀……庞大
的体量加上与外界紧密的经贸往来，
让中国成为了世界经济的一颗“定海
神针”。据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
1-10月，全国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多达
2.1022万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逆势增
长8.6%；同期我国境内投资者累计实
现对外投资则同比增长16.3%，覆盖了
152个国家和地区。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迈向“中高
端”对世界的影响更为深刻。不久
前，2015年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年度会议在智利召开，
来自美、中、英、法、德、日等多国
的顶级工程机械专家出席并研讨本行
业的最新国际标准。针对日本专家牵
头制定的《ISO19711-1.2 搅拌车专业
术语及商业规格》标准，曾经创造多

项“世界第一”的中国企业中联重科
从技术角度提出9项修改建议，全部获
得了其他国家代表的认同。而这，无
疑是“中国制造”掌握国际话语权的
鲜明例证。
“目前，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虽然

有所放缓，但仍然是世界上增速最快
的经济大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也在提
高。作为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服务贸
易第二大国，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
位是显而易见的。此外，中国在吸引
外资与对外投资规模方面亦居于世界
前列。”崔凡表示，人民币国际地位上
升有着强大的内在基础。

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斯蒂
芬?罗奇认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从
某种意义上说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
经济增长由制造业引领向服务业引领
转变的客观反映。罗奇指出，持续推进
的城镇化、庞大的消费市场、快速增长
的服务业、不断增强的创新能力、稳定
的外国投资、仍有余地的政策调控空
间、较高的储蓄率以及良好的教育水平
等，都是不容忽视的有利因素。

■长期币值更加坚挺

不过，人民币“入篮”也让市场
对其未来汇率走势的预期产生了一些

分歧。例如，美银美林认为随着资本
账户开放程度的增加，中国难以在降
低利率的同时支撑人民币汇率，因此
人民币会进一步贬值；但以高盛为代
表的许多金融机构则预计，人民币汇
率仍将总体平稳。

对此，央行副行长易纲表示，中
国经济还在中高速增长的态势没有改
变，而且目前货物贸易还有比较大的
顺差，外商直接投资和中国对外直接
投资持续增长，同时中国的外汇储备
也非常充裕。易纲强调，这些因素决
定人民币没有持续贬值的基础。

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
心副主任施康看来，人民币是否贬值
取决于市场对中国经济及改革的信
心。施康认为，如果市场相信中国经
济重新进入稳定发展通道，那么即
使短期经济下滑也不会影响这个预
期，因此人民币短期会有波动，但
没有长期贬值的空间。尤其是加入
SDR 后，市场对人民币的认可程度
会不断提高。
“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央行坚

持市场化的态度很明确，人民币汇率
在短期内存在一定的上下波动也属正
常。从长期来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
和生产率的增长仍然会长期高于世界
平均水平，因此只要货币政策控制有
度，人民币长期仍然会保持强劲态
势。”崔凡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在SDR接纳人民
币之前，英国、泰国、尼日利亚、南
非、印尼等国就已经明确表示将人民
币纳入自己的外汇储备。

那么，“中国货币”将会给世界带
来什么呢？据报道，在人民币被纳入
SDR后，一向精于把握机会的美国企
业界正准备采取一项史无前例的措
施，以实现在美国进行人民币交易和
清算，巩固其国际贸易基础。

人民币国际化20年大事记

改革成就巨大 “入篮”水到渠成

世界迎来“中国货币”
本报记者 王俊岭

北京时间12月1日凌晨1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正

式宣布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新的SDR

篮子将于2016年10月1日生效。未来，人民币将与美元、欧

元、日元、英镑4种货币一道，共同成为IMF的国际储备货币。

海内外人士普遍认为，人民币“入篮”的水到渠成得益于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与此同时，SDR的这一积极变化

在让全球货币体系更加多元的同时，也将为世界经济均衡发展注

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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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2月1日电（记者邱海峰）国家统
计局今天公布：11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
数（PMI）为49.6%，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这
一数据创下了2012年8月以来的新低。

针对11月份我国制造业PMI的小幅回落，国
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河指出了
3个主要原因：一是受国内外市场需求不振和生产
淡季等影响，生产扩张动力有所减弱。二是近期大
宗商品价格持续低位震荡下行，主要原材料购进价
格持续回落。三是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企业采购
活动有所减缓，补充库存意愿不足。

虽小幅回落，但平稳态势未变。中国物流信息
中心分析师陈中涛认为，当前中国制造业小幅下
行，主因在于传统行业、高耗能行业降幅扩大，制
造业整体平稳的基本态势并没有改变。

在传统制造业经历调整“阵痛”的同时，我国
制造业结构调整正继续推进。赵庆河表示，11月份
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和消费品制造业PMI分
别为53.1%、51.6%和 53.4%，继续保持扩张态势。计
算机通信电子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汽车制造
业、食品及酒饮料精制茶制造业等行业PMI明显高
于制造业总体水平，继续保持较好发展态势。

此外，我国大企业在扩张区间呈现出企稳走势，
数据显示，大型企业PMI为 51.2%，比上月上升0.2
个百分点。而制造业中、小型企业生产经营中存在的
困难与问题则依然突出，中、小型企业PMI为48.3%
和44.8%，分别比上月下降0.4和1.8个百分点。

专家指出，从整体来看，当前中国制造业处在
分化调整、优化升级阶段，传统产业加快调整，新
兴产业在孕育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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