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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伴随“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成为市场焦点，市场正面情绪升

温，人民币汇率自 3 月以来走强，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加快。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IMF）今年晚些时候将对特别提款权（SDR）构成进行 5 年一次的评

审，人民币离加入 SDR 货币篮子更近一步。眼下，以英国和德国为代表

的欧洲主要国家均主张顺应趋势，今年将人民币纳入 SDR 货币篮子，但

美国和日本持保留意见。

作为最大的贸易国之一，中国 GDP 约占全球的 13%，略超全球贸易

总额的 10%，但全球外汇市场上的人民币交易量仍低于澳元和加元，也远

远落后于美元（约占外汇交易量的 60%）、欧元、英镑和日元。一个主要经

济体的货币分别在全球贸易与外汇交易中的比重应大体相当，为此，推

进人民币国际化迫在眉睫。

■ 本报记者 高洪艳

中国和美国在亚投行问题上的角力还没结束，又开始了新一轮的

博弈……

今年晚些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对特别提款权（SDR）构

成进行五年一次的评审。而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人民银行副行

长易纲曾表示，中国正在积极寻求使人民币成为 SDR 篮子货币。

目前，关于人民币是否可以纳入 SDR 货币篮子的问题，德法等欧洲

主要国家与美日“联盟”再次呈现出不同的态度——一边是公开支持，

一边是谨慎反对，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上，出现关键一役。

5年 人民币迎来新机会

SDR 是 IMF 于 1969 年创设、1970 年发行的一种储备资产和记账单

位，又称“纸黄金”，是该组织分配给会员国的一种使用资金的权利。会

员国在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可用它向该组织指定的其他会员国换取

外汇，以偿付国际收支逆差或偿还该组织的贷款，还可与黄金、自由兑

换货币一样充当国际储备。SDR 的价值目前由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

4 种货币组成的一篮子储备货币决定。

很明显，人民币加入 SDR 一篮子货币，对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和成为

国际储备货币均有重大意义，同时也将有利于扩大 SDR 的代表性，推动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所以，中国一直在积极促成人民币成为 SDR 篮子货币。中国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上个月对 IMF 总裁拉加德表示，希望该组织能将人民币

纳入特别提款权，并承诺将加快人民币的“基本可兑换性”。他还说道，

中国希望在为维护金融稳定性而做出的国际努力中起到活跃作用。

其实，5 年前人民币就曾争取过进入特别提款权的一篮子货币，但

被 IMF 以“人民币远未被自由使用或兑换”为由拒绝。

今年，IMF 将对特别提款权进行 5 年一次的评审，亚洲及 G20 其他

国家官员纷纷表示，与 5 年前的上一次评估不同，这一次至少会对该问

题展开积极讨论。舆论广泛认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货币迎来

了机会，人民币进入 SDR 货币篮子只差临门一脚。

拉加德此前曾表态：“人民币的全面国际化已不是会不会的问题，

而是什么时候的问题。”在上月博鳌“中国行”时，拉加德在声明中再次

强调：“人民币近几年来的加速国际化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国政府

对加速改革的承诺，尤其是在金融市场和对外领域，应该会进一步促进

人民币的国际使用。中国政府也表达了将人民币纳入 SDR 篮子的兴

趣。我们欢迎并同样拥有这一目标，未来将与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紧密

合作。”

根据计划，IMF 董事会今年 5 月将就人民币纳入 SDR 货币篮子

议 题 举 行 初 步 讨 论，晚 些 时 候 举 行 5 年 一 次 的 评 审，最 终 决 定 会 在

11 月份公布。

表态 欧美阵营现分歧

目前，七国集团的欧洲成员国——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已经

公开支持中国申请将人民币纳入一篮子特别提款权货币的意向。

路透社报道，英国正努力为伦敦争取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的地位，

在力挺人民币纳入国际主要储备货币方面一直争当排头兵。英国财政

部首席经济顾问大卫·拉姆斯登表示，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 2010 年对

特别提款权的构成进行审议以来，世界经济形势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将

人民币纳入 SDR 货币篮子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话题。

同时，作为欧洲中央银行总部所在国的德国也希望为法兰克福争

取到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地位。“德国方面支持中国基于现有标准将人

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的目标。”德国央行执行理事会成员约阿希姆·纳

格尔在上月举行的博鳌论坛上说。他表示，即将到来的审议对于将人

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来说可能是个很好的机会，并补充道：“我们对中

国最近以来朝（人民币）自由化所取得的发展和进展表示欣赏。”

但是，与英法等争相“讨好”中国不同，人民币加入 SDR 的路上还是

杀出了“程咬金”。美国财政部部长雅各布·卢在上周访华后表示，人民

币尚未做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的准备。同时，日本对

将人民币纳入 SDR 也持谨慎态度。

似乎是为了避免在亚投行问题上被孤立的尴尬局面再次重演，雅

各布·卢把问题的重点放在了允许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的条款而非

时间上。“中国将需成功地完成艰难的基本改革，比如说资本账户自由

化、在更大程度上由市场决定的汇率、利率自由化以及增强金融监管措

施等。”他暗示，除非中国采取重大举措改革经济，否则美国政府不会支

持人民币列入储备货币的提议。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能否成功拿到 SDR 的入场券确实要看美国的

“脸色”。IMF 对一般事务讨论需要 70%投票权的支持，重大改革则需要

85%以上的支持率。这里讨论的篮子货币改革属于重大改革。而美国

在 IMF 中占有 16.83%的投票权，因此享有实际否决权。

实力 加入SDR水到渠成

很明显，防范人民币被纳入 IMF 的特别提款权，再次体现了美国对

中国日益提高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的担心。

近 5 年，中国政府加速推动人民币国际使用，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

策，快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其中包括：资本账户的进一步开

放，拓宽了人民币双向投资渠道，增强了人民币跨境流通机制和离岸人

民币流动性；人民币利率和汇率改革提速，利率市场化；人民币离岸设

施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日益密切。与此同时，离岸人民币流动性资金

池和离岸人民币计价产品也取得长足发展。

在这种背景下，人民币成为特别提款权篮子货币已是水到渠成。

正如央行副行长易纲日前表示，“对此要有一颗平常心，这是一个水到

渠成、瓜熟蒂落的过程。”

事实上，人民币早已成为全球贸易中使用最广泛的货币之一。位

于伦敦的金融业内人士透露，人民币已经被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政府列

为储备货币；通过汤森路透公司交易平台完成的人民币离岸交易去年

猛增 350%；在另一大外汇交易平台 EBS 上，人民币也是全球五大交易货

币之一。

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提供给记者的数据也显示，按

照 价 值 计 算 ，人 民 币 在 跟 单 信 用 证 的 活 动 占 有 率 由 2013 年 1 月 的

7.32% 增 加 至 2015 年 1 月 的 9.43% 。 这 巩 固 了 人 民 币 作 为 这 个 用 途

第二最常用货币的地位，紧随一直是跟单信用证首要货币、占有率

近 80%的美元。

SWIFT 企业及供应链市场环球主管安德烈·卡斯特曼表示：“信用

证及跟单托收为亚洲贸易融资的常用工具。作为全球主要出口国和进

口国之一，中国的地位正推动人民币的使用率增加。”

但是，在衡量一种货币能否列入 SDR 货币篮子方面，IMF 并没有具

体的量化标准，只是罗列几个可以显示这一货币“可自由使用”的指标，

包括这一货币背后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量和在全球各国官方储备

中的占比等。一个可以参考的数据是，2009 年，用人民币结算的中国贸

易量占比是 0.02%，到 2014 年时这一比例已上升到 25%。

货币格局再博弈
人民币或入SDR

■ 陈 光

近日，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发布的数据显示，2月份，人民

币在全球支付货币中的排名从此前的第五降至第七，当月市场份额为

1.81%，比1月下降了0.2个百分点。该机构认为，这是由于春节期间交易活

动减少，同时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性加大所导致。

尽管下降原因已经明晰，但上述数据仍引发了不少外媒对人民币

国际化面临挑战的“担忧”。彭博新闻社援引汇丰的一项年度调查指

出，目前，全球有 17%的企业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较一年前的 22%

有所下滑。英国《金融时报》则指出，今年离岸人民币债券发行量跳水，

分析师预计可能会出现自 2007 年此类债券发行以来的最大跌幅。中国

经济增速下滑，资本外流加剧汇率波动，让投资者和企业在使用人民币

时谨慎起来。

在笔者看来，上述种种“担忧”充其量只能是人民币国际化道路上的

“小插曲”。

毫无疑问，中国政府正在致力于加快打造人民币的全球储备货币地

位，扩大人民币国际使用量。一方面，通过沪港通的启动，推出以人民币计

价的跨境股票交易通道安排；另一方面，在多个国际金融中心指定人民币

清算行，同多个国家央行达成货币互换协议，并发放人民币投资额度。

近期，利好消息更是频频传出。目前已有 47 个国家表示将加入亚

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同时，中国在银行间市场对境外投资者进一步

开放，其中将 QFII 和 RQFII 获准进入机构的额度从审批制改为备案

制，并扩大了海外投资者的交易品种。凡此种种，都说明 2015 年人

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将继续加速。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务实举措不仅已日见成效，而且也获得了国际市

场的认可。SWIFT4 月 1 日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随着多个国家和地区加

入人民币全球支付业务的竞争，截至今年2月，中国香港以外的离岸国家和

地区占人民币全球支付业务的份额已升至25%。

SWIFT亚太区支付主管迈克尔·穆恩表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使

用人民币，是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最佳佐证。在得到中国香港以外的国家

和地区的广泛支持之后，人民币有潜力出现更多结算中心以及获得进一步

发展。

当然，我们并不回避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可能遭遇到的困难，

这是实现任何一个目标必然要经历的过程。不过，克服困难的办法总比困

难本身要多。从近邻日本的教训来看，日本金融泡沫破灭、长期零利率货

币政策带来的资本外流使日元国际化在20世纪90年代后出现停滞甚至倒

退，日元占全球国际储备比例在 1991 年达到 8.5%的高点后持续回落，在

2014 年占比仅为 4%。由此可以判断，目前，加强国内金融市场建设，实行

审慎、稳定的宏观政策和有序推进市场开放，稳定投资者预期等，都对推进

人民币国际化好处良多。

人民币国际化遇到挑战了吗？

世界范围内以人民币处理全球支付业务所占份额变化情况

以人民币处理全球支付业务占比前十位国家或地区

（2015 年 2 月）

（资料来源：SWIF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