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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成全球第八大支付货币

随着中国的日益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的不
断 推 进 ， 人 民 币 作 为 支 付 货 币 的 需 求 正 在 日 趋 加
大。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 1 月 23 日公
布的报告显示，2013 年 11 月和 12 月，人民币连续
两个月荣登世界十大支付货币 （按支付价值计算）
排行榜。2013 年 12 月，人民币在全球支付货币的市
场 份 额 上 升 到 1.12% ， 成 为 全 球 第 八 大 支 付 货 币 。
在 2012 年 1 月至 2013 年 8 月期间，人民币的外汇交
易量增加了 113%，在全球榜单上超越瑞典克朗、韩
元和俄罗斯卢布。在过去 3 年中，人民币已经跨越
22 国货币，逐步迈向成为国际货币之路。人民币作
为 支 付 货 币 使 用 主 要 集 中 在 香 港 地 区 ， 占 比 达
74%。同时，英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的人民币支
付份额正在迅速增加。

SWIFT 亚太支付与贸易市场部负责人弗兰克表
示，2013 年 12 月，其他货币的支付量环比增长了
7%，而人民币的支付量环比则增长了 15%。这一事实
表明，世界金融机构和企业使用人民币进行支付正在
成为一种常态化的支付手段。目前，人民币作为一种
全球使用货币的地位已经得到巩固。因此，国际金融
行业今后关注的焦点将会转向讨论建立人民币跨境交
易的最佳架构，以让人民币能够达到像其他全球交易
货币那样的运作效率和风险及流动性管理水平。

目前，人民币已跻身全球十大交易货币。国际清
算银行发表的最新全球外汇市场成交量调查报告显
示，如今人民币的日均交易额从 2010 年 4 月的第 17位
跃升至 2013 年的第 9 位，将瑞典克朗、新西兰元和港
币甩在身后，成为日均交易额前 10 名的货币之一，人
民币在国际上日益得到认可。

人民币成全球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

SWIFT2013 年 12 月公布的数据显示，人民币在
2013 年 10 月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国际传统贸易融资
货币。2013 年 10 月,人民币在全球传统贸易融资 （信
用证及托收款项） 中的市场份额已经由 2012 年 1 月的
1.89%提高到 8.66%，市场份额仅次于美元，排列第
二 。 美 元 在 全 球 传 统 贸 易 融 资 中 的 市 场 份 额 为
81.08%。相比之下,欧元在全球传统贸易融资中的市
场份额则由 2012 年 1 月的 7.87%下降到 2013 年 10 月
份的 6.64%，市场份额排列第三。2013 年 10 月，使用
人民币进行传统贸易融资的 5 大国家或地区为中国大
陆、中国香港特区、新加坡、德国和澳大利亚。

SWIFT 数据还显示，2013 年第三季度，欧洲使
用人民币作为支付货币的交易额增幅高达 163%，远高
于同期亚洲地区 109%的增幅(不包括中国内地及香
港)。这表明欧洲使用人民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进程正在
不断加快。

弗兰克说，显而易见，人民币已经成为全球贸易
融 资 中 的 主 要 货 币 ， 这 种 情 况 在 亚 洲 更 为 明 显 。
SWIFT 商业情报统计数据显示，中国进出口商与其交
易合作伙伴现在主要采用人民币开立信用证，正好反
映了这种趋势。

人民币成主要储备货币仍需时日

近 年 来 ， 随 着 人 民 币 国 际 化 步 伐 日 益 稳 步 加
快，欧元区对人民币的关注程度不断加深。去年 10
月 ，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与 欧 洲 中 央 银 行 签 署 了 规 模 为
3500 亿元人民币/450 亿欧元的中欧双边本币互换协
议。中欧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的签署，标志着中国人
民银行与欧洲中央银行在货币金融领域的合作取得
了新的进展。有关专家指出，中国央行与欧洲央行
建立双边本币互换安排，可为欧元区人民币市场的

进一步发展提供流动性支持，促进人民币在境外市
场的使用，也有利于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同样，
中欧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有利于两大全球重要经济
体加强金融合作，共同维护双边金融稳定。此外，
人民币也更有望作为欧元区国家的储备货币，增加
人民币在欧元区的影响性，并使得人民币在国际使
用上进一步加强。

中欧建立双边本币互换协议预示着人民币挺进欧
元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人民
币在国际金融市场的作用愈发不可忽视。据报道，欧
洲有数家央行持有少量人民币作为其外汇储备，以应
对市场不断增加的人民币贸易结算需求。不过，欧洲
金融界人士认为，人民币虽最终会成为主要国际储备
货币，但仍需要满足多项条件。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
成员、德国央行行长魏德曼今年初表示，鉴于中国人
民币不能自由兑换，所以人民币目前仍无法成为同其
他主要储备货币一样的有效货币。

人民币正在向全球使用货币迈进
本报驻布鲁塞尔记者 严恒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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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法建交 50 周年，50 年来中法两国在经贸
方面已经形成了全方位、高层次、多领域的互利共赢合
作格局。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2 年中法双边贸易额
为 510.2 亿美元，法国已成为中国在欧盟的第四大贸易
伙伴，仅位于德国、荷兰、英国之后。

据法国当地媒体报道中引用的数据，目前中法贸易
中的 10%是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工具的。不仅如此，
法国政府和当地媒体都注意到，在全球范围内，使用人
民币结算的贸易也越来越多，2013年同比增加了 25%。

另据巴黎欧洲金融市场协会统计的数据，由于法国
部分大银行已经允许注册使用人民币账户，法国银行中
的人民币存款已经达到 24 亿欧元 （折合约 200 亿元人
民币）。为此，法国财政部长莫斯科维奇在去年底的访
华行程中，专门提到希望中国可以考虑将巴黎作为欧洲
大陆的人民币离岸市场。

从人民币的结算量来看，目前巴黎在全球位居第
四，排在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伦敦之后。但法国在人

民币结算领域的优势不仅仅是在法国本土，还在于非
洲大陆。众所周知，法国与非洲之间拥有紧密的政治
和经济往来，将非洲比喻成法国的“后院”也丝毫不
为过。也正因为此，法国银行分布在“黑色大陆”的
金融网络可以让巴黎成为中国与非洲贸易结算的金融
平台。

此外，法国大型企业的股票债券也开始用人民币发
行，法国企业发行的人民币股权已经达到 100 亿元。
2012 年，法国雷诺汽车集团宣布与中国东风汽车集团
合作后，为吸收更多的亚洲投资，发行了 7.5 亿元的股
票债券。

正如法兰西央行行长克里斯强·努瓦叶所说：“人
民币的国际化将是未来 10 年国际货币系统中最重大的
事件之一。法国银行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也渴望能
够搭上人民币国际化的快车，希望在人民币国际化进
程中占据更好的位置，获得新的金融工具以便在中国
大陆直接进行人民币投资操作。”

法国欲搭人民币国际化快车
本报驻巴黎记者 胡博峰

尽管目前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资本市场所发挥

的作用相对有限，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在贸易

和投资领域不断扩大人民币的使用，人民币已经成

为被全球市场接受的重要货币之一。日渐高涨的人

民币跨境活跃度告诉我们，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不仅

已经起步，而且越走越快。

人民币国际化近年来明显加速，究其主要原因，首

先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

贸易大国，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然而，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国的话语权仍显不足，

国际金融地位难以与国际经济地位相匹配。要想改变

这种局面，人民币国际化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人

民币国际化，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可以减

少国际货币体制对中国的不利影响，大大降低汇率风

险，促进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发展。因此，中国出台了一

系列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利政策，目前正释放出令

人惊叹的效应，尤其是上海自贸区的建立，为人民币国

际化开辟了新领域。

其次，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速是市场的选择。国

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持续量化宽松导致美元大幅贬

值，众多国家的美元资产也随之缩水。出于控制风险、

保值增值等原因，全球出现了货币多元化趋势。相对

于其他货币，人民币依托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健发展，始

终保持稳定的态势，可靠性强，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

开始青睐人民币作为国际清算货币，有些国家还陆续

将人民币纳入了本国外汇储备。截至目前，中国央行

已与 23 个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当局签署了货币互换协

议，互换规模合计近 2.5 万亿元人民币。由于人民币的

重要性得到了认可，很多国家有了增持人民币的意愿。

再次，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速是国外企业的现实

需要。对于那些与中国有着广泛贸易往来的企业来

说，已经对使用跨境人民币业务的益处有了较为充分

的了解。汇丰银行的一份调查显示，更多的企业愿意

使用人民币，主要驱动力包括与中国贸易伙伴的业务

沟通更为便利、可降低外汇成本或风险、能够获得更多

的业务、离岸与在岸之间的市场差异所产生的利益

等。这份调查的结果显示，无论是否已经使用跨境人

民币业务的企业，都表达了对跨境人民币业务使用量

增长的信心。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对人民币认知度的

不断加深，人民币全球使用空间将得到进一步拓展。

不过，也应当看到，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路

还很长，操之过急容易起反作用，需要逐步完善自身的

金融体系，保障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有量有质地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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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投资者关注

离岸人民币长期商机
本报驻纽约记者 张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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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主要金融中心，纽约目前尚未表现出成为离
岸人民币交易中心的意愿，当地相关交易规模有限，但是机
构投资者对离岸人民币产品的关注度随着离岸人民币流动
性的持续扩张而有所增强。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联储逐步削减购债规模、放缓
QE 增长步伐导致国际资本从新兴市场大幅流出，人民币
离岸价格近期波幅较大，但离岸人民币与美国国债收益率
相关性较低，与美元等国际货币的利差优势较大，对美国投
资者具有一定吸引力。随着 RQFII 额度的进一步提高、跨
境人民币外商直接投资渠道的拓宽、境外借款增加、点心债
券发行加快等，离岸人民币流动性有望进一步增加。

欧美经济出现复苏以及美联储缩减 QE 的政策实施，
使美元在全球范围走强，新兴市场动荡不已，可能导致中国
新增外汇占款在近期出现阶段性回落。由于中国明确的货
币政策尚未出台，也使部分资金选择美元避险。在人民币
走软的同时，新兴市场资金也继续流出。国际资金流向监
测和研究机构 EPFR 在最新公布的周度资金流向报告中指
出，国际资金继续从新兴市场大幅流出，截至 2 月 12 日当
周，投资者从新兴市场撤回资金 45 亿美元，今年以来已经
撤出 297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 292亿美元总额。

市场分析人士指出，全球国际资本流动今年处于回归
正常化阶段，金融投资机构对中国外汇占款和人民币汇率
长期走势未作悲观解读。此外，中国目前经济运行和外债
压力明显好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1 月进出口增速双双实
现两位数增长，增速大大超出此前市场预期，显示出中国今
年外贸开局良好，人民币未来走势有望保持相对坚挺，今年
整体上较为温和地增值，预计今年有 2%至 3%的升值空间，
兑美元汇率将会顺利突破 6.0关口。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新的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崛起和中
国在岸自贸区（FTZs）的发展，将使离岸人民币的流动性继
续快速积累，更加紧密地连接在岸和离岸市场。包括存款、
债券、存款证（CDs）和贷款在内的离岸人民币资产，在
2013 年增至 1.88 亿元人民币的规模，增幅高达 78%，2014
年将继续高速增长，规模将超过 2.5 万亿元人民币。今年
年底，离岸人民币储蓄额将从去年的 1.1 万亿元人民币增
至 1.5 万亿元人民币。以人民币计价的“点心债券”市场将
从去年年底的 5720 亿元人民币增至 7500 亿元人民币

（1240 亿美元至 1320 亿美元），甚至达到 8000 亿元人民
币，超过菲律宾比索债券和日本武士债券的规模。

分析人士预测，中国今年将会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一
是推进汇率和利率市场化，二是推出更多的自贸区试点方
案。随着人民币离岸市场的扩大，美国加入只是时间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