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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的意义重
大。首先代表IMF乃至全球对于中国经
济和金融改革的肯定，是对人民币可自由
使用和国际化的肯定。其次，人民币成为
除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外IMF篮子
里面的五大国际货币之一后，IMF的188
个成员国都会将人民币纳入其官方储备货
币当中，这表明继国际贸易计价结算、金
融投资交易之后，人民币国际化迈出了成
为国际官方储备货币的关键的第三步。

人民币加入 SDR 货币篮子有三大好
处，一是表明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和金
融改革的认可，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肯
定；二是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可以
增加国际对人民币的信心，增加国际上
人民币的使用，不仅会在各国官方储备
货币里面增加人民币，而且会有更多的
人民币资产配置；三是有助于促进中国
金融改革，人民币加入 SDR 意味着中
国要承担更多国际货币责任，这也反过
来要求中国进一步稳妥推进包括汇率市
场化在内的各项金融改革。

人民币纳入 SDR 货币篮子对国内

金融改革有推动的作用。首先，中国将
稳步推进包括利率市场化在内的各项改
革，中国的债券市场无论开放的数量还
是质量将进一步提升，这有利于人民币
回流机制的建立。对我国多层次资本市
场的建设也有帮助，会促进资本市场国
际接轨及互联互通的建设，中国也会进
一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为增加人民币
国际使用提供更多更便捷的支持。其
次，央行会进一步增加各项统计数据和
政策的透明度，作为世界货币，央行的
独立性也将进一步增强。我国已在统计
数据的标准及透明度等各方面与国际接
轨。最后，人民币加入 SDR 货币篮子
后各国官方储备中会相应增加人民币，
人民币国际化会加速推进。

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之后，中
国将承担更多的大国责任。中国不仅会坚
定不移地推进国内的金融改革，而且会在
完善国际货币体系方面尽到责任。SDR
货币篮子纳入了人民币，可以增强货币篮
子的稳定性和吸引力，在发生金融危机
时，会提供更多的流动性支持，中国也会
为提供公共品等方面承担更多的大国责
任，这将利好全球金融体系及其稳定。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

究院研究员、合作研究部主任）

迈出关键的“第三步”
刘 英

本报华盛顿 11 月 30 日电 记者高

伟东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执董会 11 月 3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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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F当天发表声明说，执董会当天
完成了五年一度的 SDR 货币篮子组成
的审议工作。此次执董会审议的一个主
要焦点是人民币是否符合现有标准，从
而可以被纳入 SDR货币篮子。

执董会决定认为，人民币符合所有
现有标准，自 2016 年 10 月 1 日起，人
民币被认定为可自由使用货币，并将作
为第五种货币，与美元、欧元、日元和
英镑一道构成 SDR 货币篮子。人民币
在 SDR 货币篮子中的权重为 10.92%，
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的权重分别为

41.73%、30.93%、8.33%和 8.09%。
声明还说，为确保 IMF、IMF 成员

以及其他特别提款权使用方有充足时间
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变化，新的货币篮
子 将 于 2016 年 10 月 1 日 正 式 生 效 。
SDR 的价值将由包括美元、欧元、人
民币、日元和英镑在内的篮子货币的加
权平均值决定。

IMF 认为，人民币纳入 SDR 货币
篮子将使货币篮子多元化和更能代表全
球主要货币，从而有助于提高 SDR 作
为储备资产的吸引力。

SDR 是 IMF 于 1969 年创设的一种
国际储备资产，用以弥补成员国官方
储 备 不 足 ， 其 价 值 目 前 由 美 元 、 欧
元、英镑和日元组成的一篮子储备货
币决定。

人民币国际化迎来里程碑时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批准人民币加入SDR篮子
明年 10月 1日正式生效，将成为可自由使用货币

本报北京 12 月 1 日讯 记者张忱

报道：当地时间 2015 年 11 月 30 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董会决定将人民
币 纳 入 特 别 提 款 权 （SDR） 货 币 篮
子。随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发布的
公告称，中国人民银行欢迎基金组织
执董会将人民币纳入 SDR 货币篮子的
决定，人民币“入篮”对中国和世界
是双赢的结果。

中国央行表示，基金组织执董会
将 人 民 币 纳 入 SDR 货 币 篮 子 的 决 定
是 对 中 国 经 济 发 展 和 改 革 开 放 成 果
的 肯 定 。 中 方 对 基 金 组 织 管 理 层 和

工 作 人 员 在 SDR 审 查 过 程 中 的 辛 勤
工 作 以 及 广 大 成 员 国 的 支 持 表 示 赞
赏 。 人 民 币 加 入 SDR 有 助 于 增 强
SDR 的 代 表 性 和 吸 引 力 ， 完 善 现 行
国 际 货 币 体 系 ， 对 中 国 和 世 界 是 双
赢 的 结 果 。 人 民 币 加 入 SDR 也 意 味
着 国 际 社 会 对 中 国 在 国 际 经 济 金 融
舞 台 上 发 挥 积 极 作 用 有 更 多 期 许 ，
中 方 将 继 续 坚 定 不 移 地 推 进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的 战 略 部 署 ， 加 快 推 动 金 融
改 革 和 对 外 开 放 ， 为 促 进 全 球 经 济
增 长 、 维 护 全 球 金 融 稳 定 和 完 善 全
球经济治理作出积极贡献。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表示

人民币“入篮”是中国和世界双赢结果

人民币终于与美元、欧元、日元、英
镑共同成为 SDR 的货币篮子货币。这
是对 2009 年以来中国央行推进人民币
国际化所取得成绩的一种认可。近年
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不断推进，跨境
贸易人民币结算金额高速增长，货币互
换协议规模继续扩大，资本项目下人民
币业务不断突破，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
迅速，为人民币成为 SDR 的货币篮子货
币创造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促进中国外贸企业的贸易和投
资便利化，中国于 2009 年 7 月开始,在
上海等 5 个城市进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
算试点，首批试点企业 365 家。2010 年
6 月境内试点地区扩大到北京等 20 个省
区市，境外地域范围从港澳和东盟等地

扩大到所有国家和地区，试点企业扩大
到 67724 家。2011 年 8 月试点扩大至全
国，至此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不受地域
限制，业务范围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
和其他经常项目，并逐步扩展至部分资
本项目。据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发
布的数据,2015 年 8 月,人民币首次超越
日元,成为全球第四大支付货币。

2008 年 12 月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
和地区加大了货币合作，截至 2015 年 5
月，中国人民银行已与韩国、马来西亚等
超过 32个央行或货币当局签署了本币互
换协议。通过签署本币互换协议，人民币
可通过官方渠道进入这些经济体的金融
体系，促进人民币结算和流通效率的提
高。目前已有部分互换协议进入实质启
用阶段，起到了缓解流动性紧张、促进双
边贸易和投资发展、维护区域金融稳定的
作用。

2014 年，境外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

发起本币互换交易金额共计 1.1 万亿元
人 民 币 ，动 用 人 民 币 金 额 共 计 380 亿
元。截至 2014 年末，境外中央银行或货
币当局发起本币互换交易金额约 2.3 万
亿元人民币，动用人民币金额共计 807
亿元；人民银行发起本币互换交易折合
人民币共计 41 亿元，动用对方货币折合
人民币共计 15.8 亿元。双边本币互换协
议的积极动用标志着央行间务实合作迈
上新台阶。

在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方面，
中国人民银行自 2010 年以来按照“风险
可控、稳步有序”的原则，开展了人民币
境外直接投资个案试点。2010年 10月，
新疆在全国率先开展跨境直接投资人民
币结算试点。2011 年 1 月和 10 月，中国
人民银行先后公布《境外直接投资人民
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和《外商直接投资
人民币结算业务管理办法》，规定获准的
境内企业可以人民币进行境外直接投

资，境外的企业和个人也可按规定使用
人民币来华开展直接投资。

2014 年，经常项目人民币结算金额
6.55 万亿元，同比增长 41.6%。对外直
接投资（ODI）人民币结算金额 1865.6 亿
元，同比增长 117.9%；外商来华直接投
资（FDI）人民币结算金额 8620.2 亿元，
同比增长 92.4%。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14 年末，港
澳台地区和新加坡、卢森堡等主要离岸
市场人民币存款余额约 19867 亿元（不
含存款证）。

2014 年，中国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
（含银行间市场和银行代客市场）日均交
易量 550 亿美元。全年银行间市场人民
币外汇即期成交折合 4.12 万亿美元，同
比增长 1.2%；人民币外汇掉期交易成交
折合 4.49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32.1%；人
民币外汇远期市场成交折合 529 亿美
元，同比增长 63.5%。

坚 定 步 伐 打 造 坚 实 基 础
本报记者 陈果静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董会 11 月 30

日批准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

货币篮子，这是中国和世界共赢的历史

性一步，对中国和世界来说是双赢之举。

如果说“入世”（加入世贸组织）标志

着中国真正融入全球经济，那么“入篮”

将意味着中国真正融入全球金融体系。

“入世”促使中国加快国内市场开放，跻

身世界贸易大国行列，不仅推动了中国

自身的经济发展，也助推了全球经济增

长；“入篮”，也将促进中国深化金融改

革、扩大资本市场开放，推动人民币国际

化，为国内外金融机构提供更多投资机

会，续写中国与世界双赢的精彩故事。

人民币“入篮”是中国经济不断发展

并努力加快金融改革、推动人民币国际

化的自然成果，可谓水到渠成。

早在 2010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

曾对人民币“入篮”的可行性进行评估。

自那以后，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快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促进人民币全球货

币互换网络和离岸清算中心人民币业务

快速扩张，实现人民币国际使用规模大

幅增长。特别是今年以来，中国更是为

人民币“入篮”出台了多项配套改革措

施，包括完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机

制、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采纳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数据公布特殊标准、公布外汇

储备货币构成等。

这些举措不仅为人民币“入篮”扫除了技术性障碍，也向

国际社会释放了中国坚定金融改革、开放资本市场的积极信

号，得到国际机构和投资者的赞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

人员在 11 月初向执董会提交的 SDR 审议文件中指出人民币

已符合“可自由使用”货币的要求，建议执董会将人民币作为

除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之外的第五种货币纳入 SDR 篮子。

人民币“入篮”，让人民币成为首个被纳入 SDR 货币篮子

的新兴经济体货币。这反映了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体现了

崛起的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货币体系中话语权的上升，是对国

际社会要求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回应。

随着中国经济和贸易实力增强，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离

岸市场交易和双边货币互换的快速发展，不少发展中国家央

行开始将人民币资产纳入外汇储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

民币“入篮”也是符合市场需求的必然结果。国际舆论也认

为，人民币加入 SDR 货币篮子后有望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发挥

越来越大的作用。

（据新华社华盛顿11月30日电）

符合市场需求的必然结果

高

攀

华盛顿知名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近
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人民币

“入篮”SDR 将产生深远影响。
拉迪认为，人民币“入篮”短期内

不会对各国央行的资产配置产生太大影
响，但相信之后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愿
意持有人民币作为储备金融资产，这需
要一段时间。

他说，目前美元仍是各国央行持有的
最主要储备货币，其后是欧元、英镑和日
元。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元都将是
最主要的储备货币，人民币“入篮”并不会
挑战美元的主要储备货币地位。

拉迪说，美国在 18 世纪末成为世界
第一大经济体，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之前，美元才成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如

果历史是先导，人民币还需要几十年时间
才能成为主要储备货币。

在谈到“入篮”的两道门槛时，拉迪
说，中国早已满足货币发行国家的出口贸
易规模标准。关于货币是否可自由使用
的标准，IMF已经明确它和货币是否可自
由兑换没有对等关系。

拉迪说，顺应人民币国际化的趋势，
中国央行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
施，包括向外国央行、主权财富基金以及
国际金融机构开放银行间债券市场、向
IMF 公 布 其 官 方 外 汇 储 备 数 据 、采 纳
IMF 数据公布特殊标准、进一步完善人
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以及取消存款利
率上限等。这些举措都是为了使人民币
价值更加由市场供求决定，拥有更高的
自由使用度，从而为向 IMF 借款的国家
提供更好的环境。

文/新华社记者 刘 劼 祁 星

（据新华社华盛顿 11月 30日电）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

人民币不会挑战美元地位

11 月 30 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右）接受媒

体专访。 新华社记者 鲍丹丹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