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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外汇券
境外支付选择多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外汇紧缺，当时为了增
加外汇，国家对外汇管理很严格。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殷强回忆，“我是
1987 年去日本留学的，那时国家鼓励出国留学，
但因为外汇紧缺，想换点外汇很难。公派留学
的，政府会根据学生要去的国家、距离等批准相
应金额的外汇，数额也只能满足基本的生活需
要。而且要拿着护照到当地的中国银行指定窗口
去换取，换完之后银行给盖个章，意思就是这本
护照已经换过外汇了，不能换取第二次了。自费
留学的人也就能换一点基本的路费。”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介绍，当时为了
鼓励外汇流入，国家除了用人民币等值兑换老百
姓手中的外汇之外，还会额外给一定数量的外汇
券。这种外汇券相当于优惠券，持有它，可以去
特定的商店购买进口商品。这在当时是非常令人
羡慕的事情。

“外汇券印刷十分精美，我印象特别深刻。”
殷强说，那时候外汇券可不是谁都能有的，来华
访问的外国人、归国的华侨等都要拿着外币才能
换成外汇券在国内使用，这既方便了他们购物，
也给国家增加了外汇。

“外汇券当时很有‘威信’，老百姓都对它很
感兴趣。”殷强说，“外汇券面额虽然与人民币等
值，但在市场上外汇券往往比人民币更‘值钱’。
那时候同学的哥哥当海员，他回来可以换一些外
汇券，我们就跟他用人民币换一些外汇券，然后
拿来买胶卷等摄影设备。当时我用3.8元的外汇券
就买到了富士的彩色胶卷，而它的市场价则要达
到8元左右。”

如今，中国已彻底告别了外汇紧缺的历史局
面，外汇储备规模更是位居世界第一。国内到处
都可以买到进口商品，外汇券也早已退出历史舞
台，国内居民换汇额度、便捷度大幅提升，来华
的外国人、归侨在国内购物、支付也方便了许多。

2007 年，中国开始实施个人年度便利化额度
管理，结汇和购汇的年度便利化额度统一为等值5
万美元。额度内可凭有效身份证明直接在银行办
理，超过便利化额度的，经常项目项下凭有效身
份证明及真实性证明材料也可在银行办理。

“现在出国换汇确实方便多了，不少大银行都
可以换外币，额度也提高了很多。不是非常大额
的也不需要提前预约，可以即换即取。老百姓有
了更多的换汇渠道，程序简单了很多。而且现在
我们的银联卡在不少国家可以直接刷，支付宝、
微信支付等电子支付手段也很便利。”殷强说。

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 6 月末，全国共有支
付宝、财付通、银联电子等 33家支付机构参与了
跨境外汇支付业务试点，为境内机构和个人集中
办理小额购物和机票、酒店、留学等项目的跨境
外汇资金收付及相关结售汇业务。

18 年前赴美国留学、现定居于美国的王杰对
记者说，“这些年回国探亲明显感觉到购物、支付
更加方便了，我们回国办的很多银行卡都可以国
内国外通用，而且常用微信跟国内亲友沟通，微
信支付也基本可以应付大部分支付需求了。”

曾经创汇为先
如今更注重用好汇、管好汇

“包括个人用汇在内，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
外汇市场发生了巨大变化，开放程度、市场化程
度不断提升，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推进，效果
逐步显现。”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
任郭田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吴念鲁表示，40 年
来，中国外汇领域出现了重大转变，包括从统一
集中的外汇结售汇制度向意愿结售汇制度转变，
从过分强调创汇向着重于用好汇、管好汇转变，
从大力引进外资向高质量地引进外资转变，从被
动的外汇风险管理向主动的外汇经营管理转变，
由国家担负外汇储备风险向各经济主体自担风险
转变，外汇储备资产进一步向储备资产多元化转
变，人民币由部分可兑换向可兑换转变。

业内人士介绍，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外汇收
支实行全面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统收统支、
以收定支、基本平衡、略有节余。对外基本不举借外
债，不接受外国来华投资。人民币汇率基本以行政
办法决定，汇率是计划核算和结算工具。

如今，中国经常项目已实现完全可兑换，资
本项目可兑换程度大幅提高，其中直接投资已实
现基本可兑换、证券投资项下可兑换程度逐步提
高、跨境债权债务实行宏观审慎管理。人民币汇
率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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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经常项目收支下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为
例。2012 年，中国推行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改革，
取消货物贸易外汇收支的逐笔核销，改为对企业
货物流、资金流实施非现场总量核查，并对企业
实行动态监测和分类管理。这一改革带来的变化
是行政审批由 19 项变为 4 项，企业单笔平均收、
付汇时间分别缩短70%和85%，投入的人力资源减
少了1/3，每年可为企业节省人工、交通费用近48
亿元人民币。

2013 年，中国推行服务贸易外汇管理改革，
取消服务贸易购付汇核准，服务贸易购付汇业务
可在金融机构直接办理；金融机构对单笔等值5万
美元以下的服务贸易收付汇业务原则上可不审核
交易单证；取消对绝大部分主管部门核准、备案
文件的审核要求，大幅简化审核材料。

外资方面，数据显示，1979-2017年，中国吸
引外商直接投资年均增长46.1%。1979年中国吸引
外商直接投资额居世界第122位，2017年中国吸引
外商直接投资达1310亿美元，世界第二。

外债方面，1982年1月，中信公司在境外首次
发行日元债券。截至 2018 年 6 月末，中国全口径

（含本外币） 外债余额为 18705 亿美元；境外机构
在中国国债市场中的占比已经达到7.28%，今年以
来累计上升2.31个百分点，创下历史新高。

扩大外汇市场开放
脚步不停

看未来，仍有不少值得期待。
在经常项目已实现完全可兑换的背景下，人

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成为外汇市场开放的一大关
注点。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认为，人民
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这些年取得了很多成果，比
如，通过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等制度安
排，沪港通、债券通等资本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
制，不断推进境内股票和债券市场的开放。“在一
定程度上，中国的资本市场已经和境外的资本市
场进行了连接，这有利于国外的机构投资者参与
中国的资本市场，同时也使中国的资本市场更加
有效率，下一阶段，仍然会进一步扩大资本市场
和国际金融市场的连接程度，同时也会鼓励境外
机构投资者更好地参与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

相关人士指出，就进一步推动资本项目开
放 而 言 ， 相 关 监 管 部 门 将 继 续 按 照 “ 成 熟 一
项、推出一项”的原则有序推进人民币资本项
目可兑换，构建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与微
观监管体系，在风险可控前提下进一步提升人
民币可兑换、可自由使用程度，更好地满足实
体经济的需要。

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在部署下半年外汇管
理工作时也明确指出，要持续深化外汇管理改
革，扩大外汇市场开放，服务国家全面开放新
格局；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保障
外商投资合法权益；丰富交易产品和工具，扩
大境内外参与主体，建设开放的、有竞争力的
外汇市场；不断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
平，支持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发展；促进“一带
一路”建设，稳步推进自贸区、自由贸易港等
外汇管理改革开放试点。

持续扩大开放会否给外汇市场带来冲击？郭
田勇表示，完全放开的确会让外汇市场容易受到
冲击，但这并不能阻碍中国外汇市场开放的脚
步。未来，一方面要进一步推动外汇管理改革，
减少不必要的干预；另一方面也要做好预期管理
工作，及时通过数据发布、解读等做好与市场的
沟通。

“未来，外部不确定性因素仍然较多，但随着
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对外开放稳步深入推进，经
济运行将继续保持在合理区间，人民币汇率双向
波动弹性不断增强，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
措施将继续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我国能够有效
应对潜在外部冲击，保障外汇市场平稳运行。”外
汇局新闻发言人王春英表示。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周年。回顾 40
年，中国在外汇管理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体现一国实力的外汇储备显著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外汇
储备的增长。外汇储备反映一国实力，尤
其在发生金融危机时，又是信心的表现，
堪称一国经济的“定海神针”。在改革开放
之初的1978年，中国外汇储备仅为1.67亿美
元，1996 年破千亿，为 1050 亿美元，2006 年
破万亿，为 10663 亿美元，2014 年 6 月达到
3.993 万亿美元峰值，截至 2018 年 9 月末为
30870.25 亿美元，有所回落。尽管目前全球
经济处在强势美元和美国加息的周期中，未
来中国仍有可能保持在这一水平上下。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不断完善。改革开
放以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经历以下重要

变革：1979年至 1993年，人民币经历从单一
汇率到双重汇率的变迁。1994年是中国外汇
管理制度改革重要年份，改进了汇率形成机
制，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
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实施银行结售汇制，取
消外汇留成和上缴，建立银行间外汇交易市
场。2005年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
的、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
动汇率制度。2015 年 8 月 11 日，又完善了人

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
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大幅提高。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开始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经
验，在1996年12月底，中国接受国际货币
基金协定第八条款，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
可兑换。之后逐步开放资本账户的部分内
容，直接投资项实现基本可兑换；通过通
道开放的方式稳步推进证券投资项下可兑
换，包括 QFII、RQFII、QDII、RQDII、

沪港通、深港通等。
外汇储备管理由传统方式走向积极管

理。外汇储备管理遵循安全性、流动性和
收益性的原则。随着中国外汇储备不断增
长，在满足安全性和流动性之后，还有不
少外汇储备，如不妥善管理，外汇储备机
会成本过大，会造成负面影响。因此中国
开始关注外汇储备收益性，通过中央外汇
业务中心，将外汇储备进行积极管理，在

香港、纽约、伦敦等地设置机构，在全球
多元化投资配置资产，取得不错回报，实
现了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目标，为外汇储
备多元化运用奠定基础。

抵御金融风险的外汇监管方式日趋成
熟。中国外汇监管当局不断推进外汇监管
方式改革，弱化事前审批，完善事中事后
管理，提高了国际收支监测分析的准确性
和前瞻性，对于抵御金融风险传染，发挥
了重要作用。

（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副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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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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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年，中国外汇市场迎巨变——

从外汇紧缺到外储世界第一
邱海峰 吕 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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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假期，北京居民邓晓静和家人一同去日本旅行，境外支付的便利度让她消费格外顺
畅。“支付宝、微信，再加上银联卡，花钱的事儿基本都能搞定。”出国前，她曾换了一些外
币，最终只在买饮料、打出租车时用了一点。

从外汇收支计划管理到个人每年5万美元便利化额度以及跨境外汇支付业务试点，从不
接受外国投资到如今引资规模世界第二，从外汇紧缺到外汇储备规模世界第一，从人民币汇
率仅作为核算工具到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相关人士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外汇市
场发生了巨大变化，开放程度、市场化程度不断提升，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推进。今年以
来，中国相关部门多次表示将持续深化外汇管理改革，扩大外汇市场开放，未来还有更多新
期待。

曾经的外汇券。 图片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

图为北京友谊商店外币兑换处。 图片来源于网络

图为位于上海的建行首家“无人银行”内的外币自助兑换机。
王 冈摄 （人民视觉）

图为 2002 年 3 月 21 日，美国花旗银行上海分
行正式对外营业。这是国内首家获准经营国内居
民和企业外汇业务的独资外资银行。（新华社发）

图为在芬兰罗瓦涅米，一名中国游客使用支付宝消费。
谢尔盖·斯捷潘诺夫摄 （新华社发）

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