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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与人民币国际化①

摘 要：“一带一路”战略规划提出后，在周边和沿线国家引起强烈反响。“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能

否形成良性循环的合作模式，尚需探讨。这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货币合作，即“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在合作中使用何种货币。人民币国际化为这一合作模式创造了良好契机。

关键词：“一带一路” 人民币国际化

① 收稿日期：2016-8-20
②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交通银行，《人民币国际化报告 2016》。
③ 同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周茂清

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历程

如果从汇率改革算起，人民币国际化是从 1994

年启动的，当时汇率并轨，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

率制，迄今已有 22 个年头。但是更严格地说，从

2009 年实行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开始算，人民币国

际化时间并不是很长，但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人们

的想象。截至 2015 年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占

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 29.36%。②目前，人民币是

国际贸易融资第二大货币，是全球第五大常用支付

货币，是外汇交易第七大货币。这些说明，人民币

国际化进展确实非常迅速。根据人民币在经常项目、

资本项目使用情况测算出来的人民币国际化指数，

2015 年底达到 3.6，较五年前增长逾 10 倍。③

截至 2015 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已与 33 个国家

和地区的货币当局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货币互换

余额为 3.31 万亿元。通过货币互换协定，我国和贸

易伙伴国尝试使用双方的货币来解决彼此间的贸易

结算和贸易支付问题，以规避美元或者其他西方货

币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

从我国资本项目来看，目前虽未放开，但在逐

步放松。最突出的例证是沪港通的顺利推出，上交

所和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的投资者可以互相在对方

市场买卖股票和债券。这实际上在两地市场之间建

立了互通互联机制，为境外机构在境内进行证券和

债券交易提供了便利，也为境内居民跨境投资提供

了新渠道。

可见，从经常项目到资本项目，人民币国际化

都快速发展。人民币现在不仅被作为计价货币、结

算货币和支付货币，甚至在很多国家也成为储备货

币。据统计，目前有 40 多个国家将人民币纳为其

外汇储备。尤其是 2015 年 11 月 30 日，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IMF）宣布把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

的货币篮子，在欧元、美元、英镑、日元之后，人

民币成为第五种货币，权重为 10.92%，仅次于美元

和欧元，这是非常重要的标志。可以说，人民币被

纳入 SDR 篮子货币，是人民币国际化在漫长道路上

所取得的标志性重大事件。

大致来说，人民币国际化可分为三个阶段：第

一阶段，自上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人民币成为周

边国家的贸易结算货币；自 2009 年实行人民币跨

境贸易结算之后，越南和东南亚一些国家、蒙古甚

至俄罗斯都采用人民币作为贸易计价和结算货币。

第二阶段，采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的国家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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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很多国家政府鼓励本国企业和居民采用人民币

进行结算。第三阶段，人民币不仅作为贸易计价和

结算货币，而且作为很多国家央行的储备货币。在

这一阶段，人民币国际化被正式提上日程。

人民币国际化是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的重要前提

人民币国际化便利我国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贸易

2009~2013 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贸易量占我国贸易总量的平均比重为 24.55%。随

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我国与周边国家的贸

易规模将呈现扩大趋势，贸易结算对人民币的需求

也进一步攀升。以中亚国家为例，2006 年以来，我

国与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签署了天然气

管道协议，2009年 12月中亚天然气管道全线通气。

随着中国与中亚国家投资和能源合作的深化，双边

贸易量也逐年攀升。管道修建期间，2007 年中哈贸

易增长 66%，2008 年中土贸易增长 135%，项目投

产后，双边贸易规模保持稳定增长。

从我国与中亚国家能源合作的案例可以看出，

“一带一路”的实施将切实拉动我国与相关国家的

贸易规模。我国向这些国家出口相关设备以及运营

管理服务，带动我国货物与服务贸易出口规模的提

升。“一带一路”国家对我国出口规模增加，有利

于其偿还债务。相关国家还可通过物物贸易形式交

换我国的产品和服务。例如，我国与泰国的铁路合

作项目，泰国方面就准备使用大米换取我国为其修

建铁路。如前所述，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部分国际

贸易可采用人民币作为计价和结算货币，从而带来

贸易效率的提升，便利双边贸易，进一步提升我国

与相关国家的贸易规模。

人民币结算便于规避大宗商品、美元价格

波动风险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资源出口国，大宗

商品在其出口中的占比较大。2011~2013 年，哈萨

克斯坦对华总出口中的矿产品占 71%；印度对华总

出口中的矿产品和金属产品占 71%。目前，大宗商

品市场供大于求的局面短期内难以破解，美元持续

走强对商品价格走势低迷来说更是雪上加霜。绕开

美元、日元、欧元等国际储备货币，使用人民币进

行交易，可以使双方企业避免因美元币值波动所产

生的汇率风险，规避全球货币政策分化引起的潜在

风险。

人民币国际化保障我国对“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资本输出

2014 年，我国对外投资规模首次超过引进外资

规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这是我国从经贸大国迈

向经贸强国的重要标志。我国通过资本输出推动“一

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能提高我国与

其他各国贸易和投资占全球的份额，改善沿线国家

落后的基础设施。

对于资本输出而言，采用何种币种是个非常重

要的问题。若采用美元，“一带一路”建设势必受

到美国货币政策的掣肘，美元币值变动将直接影响

资本对外输出的效率。目前，全球货币政策分化，

美国货币政策即将进入加息周期，以美元为主的国

际资本流动风云变幻，以美元作为资金载体将导致

“一带一路”建设的不确定性风险上升。

在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提高后，我国向相关国家

提供人民币资金，这些国家用这些资金从我国企业

采购产品便是顺理成章之事。由此，人民币国际化

便利了我国资本输出，相关国家也愿意接受人民币

贷款资金，有助于保障我国利益不受侵害。

“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人民币国际化
程度进一步提高

人民币国际化与“一带一路”建设是相辅相成

的关系。人民币国际化是“一带一路”建设开展的

重要前提，“一带一路”建设能够为人民币国际化

开拓更广泛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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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推动人民币走出

国门

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渐进过程，需要经历周边

化、区域化、国际化等阶段。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一

带一路”建设能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为人民币进

一步走出国门提供有利条件。

“一带一路”东连亚太经济圈，西接欧洲经济

圈，共涉及 65 个国家，拥有 44 亿人口和 20 万亿

美元的经济规模。中国与这些国家在资源禀赋和产

业结构上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伴随而来的是日益密

切的贸易往来。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

国与沿线国家货币互换、人民币跨境业务迅速增长。

随着“一带一路”贸易畅通相关措施的逐步落实，

双边贸易对人民币的需求势必持续攀升。“一带一

路”沿线大部分国家属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

基础设施落后，发展愿望强烈，但资金实力偏弱，

特别是在重大战略性项目中的资金筹措能力不足。

因此，“一带一路”建设依托我国的贸易优势，必

将带动这些国家的投融资项目，催生出更广泛的人

民币跨境使用需求。

“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人民币跨境贸易结

算功能

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我国的出口贡

献为 25%。“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势必增加人

民币在相关国家贸易结算和计价中的使用比例。我

国央行已先后与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央

行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这些协议的签订，一

方面有利于双边以及多边贸易的有序发展，降低交

易成本，规避美元剧烈波动产生的汇率风险，另一

方面有利于人民币跨境结算，扩大人民币影响力。

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契机，人民币国际化可能

有两个突破口：一是积极推进能源以人民币计价结

算，二是扩大我国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投资和贷款

份额。我国是中亚油气资源最稳定、最可靠的长期

客户，美元汇率波动对于与我国进行贸易却用美元

结算的中亚国家非常不利，需要顺势推动人民币的

兑换和结算。此外，经济危机后，哈萨克斯坦、乌

兹别克斯坦等国纷纷提出改善经济结构、提升发展

水平、促进社会稳定的发展战略，基础设施和民生

领域合作成为中亚国家关注的重要领域，在这些领

域的投资项目中使用人民币结算，中国具有相对优

势。

“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推动我国居民跨

境消费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人民币将更多

地在国际上被使用，跨境人民币业务范围和规模不

断扩大，将促进我国居民境外消费或投资的提升。

一是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加强国内居民的有效购买

力，拓宽我国内需增长的外部供给；二是人民币在

国际结算中应用得越多，我国居民在跨境消费与跨

境投资时越方便。这不仅能大大便利居民生活，而

且有利于规避汇率风险、降低交易成本。

（责任编辑：张一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