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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设计+政策支持+市场培育

具体来看，央行宏观审慎管理局一是继

续做好制度设计、政策支持和市场培育，加强

本外币协同，便利市场主体在对外贸易投资

中更多使用人民币。围绕自由贸易试验区（自

由贸易港）、粤港澳大湾区及上海国际金融中

心建设，推动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业务创新。

二是推动金融市场向全面制度型开放转

型，提高人民币金融资产的流动性。进一步简

化境外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投资流程，丰富

可投资的资产种类，便利央行类机构配置和

持有人民币资产。

三是继续稳步推进央行间双边本币互换

和本币结算合作，发挥好货币互换对支持离

岸人民币市场发展和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的

作用，探索与其他东盟国家和周边国家开展

本币结算（LCS）合作。推进人民币对相关国

家货币直接交易，支持境外国家和地区发展

当地人民币外汇市场。

四是继续完善离岸人民币流动性供给机

制，丰富香港等离岸人民币市场产品体系，促

进人民币在岸、离岸市场形成良性循环。优化

人民币清算行布局，加强对清算行的政策支

持，发挥好清算行培育离岸人民币市场的积

极作用。

占比进一步提升至49.4%

境内企业在跨境贸易投资中使用人民

币，相当于结算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可以

减少汇率风险、降低汇兑成本。

来自央行的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银行

代客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为36.6万亿元，同比

增长29%，占同期本外币跨境收付总额的

47.4%；2022年1-8月，我国银行代客人民币

跨境收付金额为27.8万亿元，同比增长

15.2%，在同期本外币跨境收付总额中的占比

进一步提升至49.4%。从国别分布看，2022年

1-8月，与中国境内企业或个人发生人民币跨

境收付业务的境外国家（或地区）达220个。

随着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双向波动成

为常态，市场主体在跨境贸易投资中使用人

民币以减少货币错配风险的内生需求也在不

断增长。沪深港通、基金互认、债券通、沪伦通

等互联互通渠道相继开通并持续优化，合格

投资者管理政策框架不断完善，境外投资者

投资境内金融市场更加便利。

央行数据显示，2022年8月末，境外机构

持有境内金融市场股票、债券、贷款及存款等

金融资产规模合计近10万亿元。得益于金融

市场对外开放不断深化，人民币投融资货币

功能较快提升，证券投资在跨境人民币收付

中的占比由2017年的30%左右上升至2021年

的60%左右。

与此同时，受益于储备资产多元化趋势

及人民币加入SDR篮子货币，全球央行持有

人民币储备的需求显著增加，目前已有80多

个境外央行或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

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截至2022年

二季度末，全球央行持有的人民币储备规模

为3223.8亿美元，占比为2.88%，较2016年人

民币刚加入SDR时提升1.8个百分点。

此外，海关、商务、外汇等部门在涉外经

济活动中的统计、核算、管理等环节均已使用

人民币计价。中国银行最新调查显示，有21%

的受访境内工商企业表示已开始在跨境交易

中使用人民币报价。近年来，上海原油期货交

易量、持仓量较快增长，我国原油、铁矿石等7

个特定品种交易期货呈现稳定发展势头。

坚持改革开放、互利共赢

人民币国际化经过十余年的发展，焕发

出旺盛的生命力。

据统计，目前在我国金融机构、企业和个

人开展的跨境交易总额中，有近一半使用人

民币进行结算。主要离岸人民币市场存款近

1.5万亿元，人民币计价金融产品日趋丰富。

2022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人民币在

SDR中的权重由2016年确定的10.92%进一

步上调至12.28%，反映出国际社会对人民币

可自由使用程度提高的认可。

央行宏观审慎管理局表示，总的来看，人

民币国际化进程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坚持

市场驱动、水到渠成。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后，顺应外贸企业对人民币需求上升的趋势，

推出便利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的一系列措

施，人民币跨境收付从2009年的不到100亿元

增长至2015年的12.7万亿元。2017年以来，随

着境内金融市场开放步伐加快，人民币债券

先后被纳入三大国际债券指数。我国坚持实

施正常货币政策，证券投资在跨境人民币收

付中的占比明显上升，成为人民币跨境使用

的重要推动力量。

二是坚持改革开放、互利共赢。人民币国

际化水平提升，丰富了境外主体在贸易、投融

资和金融交易中的币种选择，有助于其多样化

资产配置、分散风险，也可以更好分享中国经

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红利。人民银行先后与40个

国家和地区的央行及货币当局建立了本币互

换安排，互换资金可用于支持贸易投资，也

可用于维护区域金融稳定。人民币离岸市场

的发展为香港、新加坡、伦敦等国际金融中

心增添了新的活力。人民币在周边和“一带一

路”国家的使用，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活水”，

充分体现了互利互惠和合作共赢的特点。

三是坚守风险底线、统筹好发展与安全。

针对跨境资金流动可能出现的顺周期波动风

险，建立健全跨境资金流动宏观审慎管理框

架，逐步完善金融机构自律机制，形成了经过

市场检验的逆周期调节、防范跨境资金流动

风险的政策工具箱，宏观审慎管理与微观监

管相互配合，牢牢守住了风险底线。

北京商报记者方彬楠实习记者和岳

10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局刊发题为《坚持改革开放和互利共赢人民币

国际化稳步推进》的文章。文章介绍，货币国际化是一个长期过程，是国家综合实力和金融

市场发展的结果。人民币逐步走向国际化是我国国力增强和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人民币

国际地位提升，也反映出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人民银行将继续稳步提升人民

币国际化水平，服务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10月9日，央行发布2022年第三季度银

行家问卷调查报告调查结果显示，银行家宏

观经济热度指数、银行业景气指数、贷款总体

需求指数、货币政策感受指数，四项主要指数

均有所上升。

银行家宏观经济热度指数，是反映当前宏

观经济状况的扩散指数。本次调查结果显示，

该指数由降转升，为19.9%，比上季度上升2.1

个百分点。其中，有37.4%的银行家认为当前

宏观经济“正常”，比上季度增加4.3个百分点；

有61.4%的银行家认为“偏冷”，比上季度减少

4.2个百分点。对下季度，银行家宏观经济热度

预期指数为29.7%，高于本季度9.8个百分点。

而反映贷款审批条件宽松的银行业景气

指数，则只是略有回升，为66.4%，比上季度上

升0.4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下降3.6个百分

点。银行盈利指数为62.3%，比上季度上升2.2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下降2.8个百分点。

贷款总体需求指数为59%，比上季度上

升2.4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下降9.3个百分

点。分行业看，制造业贷款需求指数为60.6%，

比上季度上升1个百分点；基础设施贷款需求

指数为61.3%，比上季度上升2.9个百分点；批

发零售业贷款需求指数为56.3%，比上季度上

升2.5个百分点；房地产企业贷款需求指数为

40.6%，比上季度下降0.9个百分点。分企业规

模看，大型企业贷款需求指数为53.6%，比上

季度上升2.1个百分点；中型企业为55.6%，比

上季度上升1.4个百分点；小微企业为63.8%，

比上季度上升2.8个百分点。

值得一提的是，银行家对货币政策感受

指数升至高位，为72.3%。该指数比上季度上

升3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上升18.1个百分

点。其中，有45.8%的银行家认为货币政策“宽

松”，比上季度增加5.5个百分点；53%的银行

家认为货币政策“适度”，比上季度减少4.9个

百分点。对下季度，货币政策感受预期指数为

72.7%，高于本季度0.4个百分点。

银行家问卷调查是中国人民银行2004年

建立的一项季度调查。调查采用全面调查与

抽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对我国境内地市级

以上的各类银行机构采取全面调查，对农村

信用合作社采用分层PPS抽样调查，全国共调

查各类银行机构3200家左右。调查对象为全

国各类银行机构（含外资商业银行机构）的总

部负责人，及其一级分支机构、二级分支机构

的行长或主管信贷业务的副行长。

报告大部分指数采用扩散指数法进行计

算，即计算各选项占比，并分别赋予各选项不同

的权重（赋予“好/增长”选项权重为1，赋予“一

般/不变”选项权重为0.5，赋予“差/下降”选项权

重为0），将各选项的占比乘以相应的权重，再相

加得出最终的指数。所有指数取值范围在

0-100%之间。指数在50%以上，反映该项指标

处于向好或扩张状态；低于50%，反映该项指

标处于变差或收缩状态。 北京商报综合报道

10月9日，央行发布消息称，为维护银

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人民银行以利率

招标方式开展了20亿元逆回购操作，期限

7天，中标利率2%，与此前保持一致。由于

10月9日无逆回购到期，人民银行当日公

开市场实现净投放20亿元。

市场流动性相对充裕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这已是央行连

续两个工作日大幅缩量逆回购操作。此前

一个交易日，也是国庆节后第一天，央行

公开市场净回笼5940亿元话题冲上热搜。

10月8日，央行逆回购操作重回百亿

规模，开展170亿元7天期逆回购，收回

5210亿元7天到期逆回购和900亿元14天

到期逆回购，最终实现净回笼资金5940亿

元。另据上海证券报统计，央行此次单日

逆回购到期净回笼规模，为2020年2月17

日以来最大。

而在节前，央行曾连续多个工作日加

码千亿级组合逆回购，加大短期资金投放

动作。对于当时的操作，有专家分析称，主

要是因为市场利率上升较快，市场对跨月、

跨季和跨节流动性需求明显增加，央行根

据市场利率和流动性短期干扰因素变化，

灵活选用公开市场操作工具进行对冲，呵

护流动性，确保资金面平稳。

植信投资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运金称，

为保障过节期间的资金需求，央行9月末操

作了4470亿元14天逆回购，并加大了7天逆

回购操作量。而节后资金净回笼，一方面是

由于前期逆回购正常到期，合理收回季节性

资金；另一方面是三季度末金融机构缴准

与存款资金得到一定释放，市场利率回落

至合理水平，央行对10月市场流动性相对

充裕仍有预期，且再贷款再贴现等其他货

币政策工具也将加快投放基础货币，适度

收回过剩的季节性资金有较大空间。

对于节后央行缩量公开操作，光大银

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同样称，

主要是节前人民银行呵护资金面，随着季

节因素淡出，金融机构对短期流动性需求

下降，金融机构资金融出意愿明显增强，

市场将显现“节后效应”，流动性偏宽松。央

行根据市场利率和资金面情况灵活调节

公开市场操作力度，适度回收过剩流动性，

推动资金面缓步向合理充裕收敛，以避免

流动性过度。

资金利率明显回落

资金面上，央行此次公开市场操作后，

市场利率短期明显回落。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10月8日，上海

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隔夜下行

42.9个基点，报1.652%；7天Shibor下行

35.6个基点，报1.699%；此外，14天Shibor

下行106.6个基点，报1.564%。

截至10月9日，当日短端利率仍在全线

下行。其中，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

（Shibor）隔夜下行47.4个基点，报1.178%；7

天Shibor下行8.3个基点，报1.616%；此外，

14天Shibor下行15.5个基点，报1.409%。

周茂华分析，从目前市场利率看，短

期流动性仍偏松，央行通过小量公开市场

操作，在充分满足金融机构流动性需求情

况下，逐步推动市场向合理充裕收敛。另

对于市场影响，他进一步补充称，目前政

策环境对股债市友好，经济稳步复苏，市

场流动性保持适度宽松，股市估值低洼利

好股市走势；同时，目前经济处于复苏阶

段，偏宽松的流动性环境，对于债市整体

偏多。

王运金进一步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四

季度初，存款及缴准资金回流至金融市场，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将进一步推动信用

扩张，银行购债能力同步增强，部分信贷资

金也可能会流入股市与债市，加之日本、欧

元区、英国、法国等国债利率小幅下行，中

美利差阶段性企稳，10月我国股市与债市

可以相对乐观。

强化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

9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

员会曾召开2022年第三季度例会，会议认

为，今年以来我国坚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有效实施宏观政策，最大程度

稳住经济社会发展基本盘。稳健的货币政

策灵活适度，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

性，科学管理市场预期，切实服务实体经

济，有效防控金融风险。

针对下一步货币政策走向，央行提出

要强化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加大稳健货

币政策实施力度，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的

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主动应对，攻坚克

难，为实体经济提供更有力支持，着力稳就

业和稳物价，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则要继续做好

“加法”，强化对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和受疫

情影响行业的支持，支持金融机构发放制

造业等重点领域设备更新改造贷款，落实

好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科技创新、普惠

养老、交通物流专项再贷款和普惠小微贷

款支持工具、碳减排支持工具，综合施策支

持区域协调发展。

王运金认为，四季度一系列稳增长政

策及接续政策将继续加快落地步伐，稳健

货币政策仍将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

“10月逆回购或继续维持低量操作，当

月到期5000亿元MLF大概率会缩量置换，

防止流动性过剩；鉴于美联储11月与12月

有较强的加息预期，四季度央行是否降息

的决策将更加谨慎；多项结构性政策工具

将在四季度充分发挥其对重点领域与薄弱

环节发展的信贷支持作用。”王运金说道。

展望后续资金面，周茂华认为，央行将

根据市场利率和资金面表现，通过运用多

种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灵活调节，促进流动

性向合理充裕逐步收敛，避免长时间过度

宽松引发潜在套利加杠杆风险等。

北京商报记者刘四红

比二季度上升0.4个百分点

银行业景气指数66.4%

比二季度上升2.1个百分点

银行家宏观经济热度指数19.9%

比二季度上升2.4个百分点

贷款总体需求指数59%

比二季度上升3个百分点

货币政策感受指数72.3%

2022年1-8月

2022年8月末

截至2022年

二季度末

2022年5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人民币在SDR中的权重上调至12.28%

全球央行持有的人民币储备规模为3223.8亿美元

21%的受访境内工商企业表示已开始在跨境交易中使用人民币报价

境外机构持有境内股票、债券、贷款及存款等金融资产规模合计近10万亿元

目前已有80多个境外央行或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

我国银行代客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为2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2%

与中国境内企业或个人发生人民币跨境收付业务的境外国家（或地区）达220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