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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2 日，中国人民银行在香
港成功发行了两期人民币央行票
据，其中 3 个月期央行票据 100 亿
元，1年期央行票据 150亿元，中标
利率分别为1.90%和2.30%。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信
息，此次发行受到境外投资者广泛
欢迎，包括美、欧、亚洲等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银行、央行、基金、保险公
司等机构投资者以及国际金融组织
踊跃参与认购，投标总量接近 750
亿元，约为发行量的3倍，表明人民
币资产对境外投资者有较强吸引
力，也反映了全球投资者对中国经
济的信心。

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郑后成向
《中国贸易报》记者介绍，央行票据
是中央银行为调节商业银行超额准
备金而发行的短期债务凭证。中国
人民银行在香港发行央行票据，可
以丰富香港高信用等级人民币金融
产品，完善香港人民币收益率曲线；
带动境内金融机构、企业等其他主
体在离岸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与
此同时，央行在香港发行央行票据，
也将有助于回收离岸人民币流动
性，提高离岸市场的拆借资金利率，
提高境外资本做空人民币成本，进
而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

郑后成认为，我国政治环境稳
定；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能力，丰富的
宏观调控经验，对宏观经济增速形
成支撑。当前，人民币汇率处于相
对低位区间，中长期人民币汇率大
概率升值。在“俄乌冲突”叠加欧元
区经济疲弱的背景下，部分资金从
欧元区流动至我国。这些因素共同
支撑起全球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发展
的信心。

记者查询相关公告了解到，今
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已在香港发
行8期人民币央行票据，合计850亿
元。郑后成表示，从已有的信息来
看，中国人民银行自 2018年开始在
香港发行央行票据。自 2019 年 5
月，央行票据的发行时间被固定在
每个季度的后两个月。从 2019 年
至 2021年的情况看，每年发行央行
票据12期。从2021年开始，央行票
据每个季度 2次发行 3期总金额为
300亿元。2022年 2月至 8月，央行
发行央行票据 850 亿元，频率和规
模与 2021 年同期完全相同。这些
表明，中国人民银行在香港发行央
行票据的经验逐渐丰富，机制日趋
成熟与稳定。

“今年 1月至 7月，外商直接投
资累计值为 1239.2亿美元，较 2021

年同期高出 232 亿美元，为历年同
期新高。按照美元计算，1 月至 7
月外商直接投资累计同比增长
21.5%，远高于 9.19%的历史均值。
以上二者均表明境外投资者对中
国经济发展的信心在增长。”郑后
成说。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
融研究院院务委员兼合作研究部
主任刘英表示，一方面，央行票据
常态化发行代表了人民币汇率的
稳定性；另一方面，央行票据多倍
认购代表了世界各国对中国经济
越来越看好的信心。中国经济越
来越被证明是世界经济的稳定器
和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近
十年来，我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总体上保持在 30%。
与此同时，在全球经济形势复杂
多变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保持了
强大的韧性，中国经济的增长在
未来更加可期。这既来自于欧美
分化的货币政策，也来自于中国经
济的增长实力。

刘英说，在高通胀频加息的背
景下，全球经济当前面临着巨大的
下行压力。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引
发的全球加息潮，令不少国家的消
费、投资等都受到了抑制。面对全

球多数央行收紧货币政策，中国采
取了相反的独立对策，不是收紧而
是降准降息，为促进就业和经济增
长，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
健的货币政策。搭配我国正在持续
推进的各项产业政策和其他宏微观
层面的政策选择，这些都有利于促
进中国经济在未来一段时间保持稳
健增长。

“中央反复强调，要继续高效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发展，发展要安
全。目前来看，这项工作正在显现
出积极的成效，成为未来经济增长
的重要保障。中国也会成为世界经
济增长的靓丽风景线。”刘英告诉记
者，不少国家都在为高企的国内通
货膨胀率而苦恼。较高的通货膨胀
率为这些国家带来较高的债务风
险，令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雪上加
霜。与之相比，中国国内的通货膨
胀依然总体可控。中国经济也更加
稳健，具有更大的可回旋空间和巨
大的发展潜力。这也是其他国家会
对我国发行的央行票据产生浓厚兴
趣的重要原因。

“这种原因的背后是中国经济
增长的逻辑正在被世界越来越多的
国家所认可。”刘英说。

根据《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联合委员会的
决定，中国加入DEPA工作组于近日正式成立，全面推进中
国加入DEPA的谈判。8月22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上述
情况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将在加入工作组框架下，全
面做好加入DEPA的准备，与DEPA成员开展实质性谈判，
持续推进加入进程。“中方愿与各国共同塑造开放、安全的
数字经济发展环境，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为推动全球数
字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发言人指出，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数字经济体，正在加快
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稳步拓展规则、规制、管理、标
准等制度型开放。中国申请加入DEPA并积极推动加入进
程，充分体现了中国与高标准国际数字规则兼容对接，拓展
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的积极意愿，是中国持续推进更高水平
对外开放的重要行动。中国加入DEPA，有利于推动数字
贸易领域扩大开放，与成员建立起规则相通、标准相容的一
体化数字贸易市场，有利于扩展与各国在新兴数字领域的
互利合作，为企业带来数字产业合作商机，促进各方数字经
济发展。中国积极推动加入进程，也将增强DEPA作为更
广泛国际数字经济规则的影响力。

对此，中国银行海南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李振介绍，
DEPA 是由新西兰、新加坡、智利于 2019 年 5 月发起、2020
年6月签署、2021年生效的数字贸易协定，也是全球首份数
字经济区域协定。2021年 11月 1日，中国正式提出申请加
入DEPA，此后与DEPA成员国新西兰、新加坡、智利开展了
多轮次各层级对话。DEPA联合委员会决定成立中国加入
DEPA 工作组，意味着中国加入 DEPA 进程迈出实质性一
步，进入到正式谈判阶段。

李振认为，加入DEPA有利于中国参与全球数字经济
规则的构建。他表示，数字化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根本趋
势，也是国际合作的重要领域。当前，数字经济的规则正在
构建当中，美国、欧盟、日本、中国、东盟等主要经济体均制
定了有关数据保护和跨境流动的法律，双边和诸边自由贸
易协定中涉及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的条款也不断增多，《全
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也将“电
子商务”作为独立章节，但是无论是各国的国内立法还是国
际间的自贸协定，各自的原则、内容存在很大差异，全球数
字经济规则还处于构建当中。DEPA作为全球第一个单独
的数字经济区域性协定，覆盖的领域更加全面，包含的内容
更加前沿，采取的方式更加灵活，而且采用独特的“模块式
协议”，参与方不需要同意DEPA所覆盖的16个模块的全部
内容，而可以选择其中部分模块进行缔约，体现了更大的包
容性。中国加入DEPA，既有利于中国对接国际先进规则，参与全球数字经
济规则的构建，也有利于DEPA提升其全球影响力。

在李振看来，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中国加入 DEPA 提供了坚实基
础。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迅猛，数字经济规模及在GDP中的比重逐
年增加。2021 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 45.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6.2%，占
GDP比重达 39.8%。根据中国信通院的数据，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位
居世界第二，占全球47个主要经济体数字经济总量的18.5%。

此外，加入DEPA 也意味着更大力度的数据开放，需要坚持法治化基
础，加快试点探索。“我国已经制定《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
护法》《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等法律法规，并在海南自由贸易港、上海自
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等开放前沿区域开展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扩大数
据领域开放的试点，特别提出在海南自贸港建设‘智慧海南’，将海南打造成
为全球自由贸易港智慧标杆。目前，应尽快在这些已经明确数据开放政策
的前沿地区，对标DEPA等规则，加大政策落地的力度，开展高水平开放‘先
行先试’压力测试，为中国加入DEPA的谈判提供试点经验。”李振说。

加
入D

E
P
A

参
与
全
球
数
字
经
济
规
则
构
建

■
本
报
记
者

刘
禹
松

本报讯 为推动外贸保稳提
质、外资保稳促优，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稳外贸稳外资的决
策部署，在商务部指导和支持下，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近
日出台了《关于推动自治区外贸保
稳提质、外资保稳促优的若干措
施》，从推动外贸领域保通保畅等 4
方面提出23条举措。

一是充分发挥传统竞争优势，
着力推动外贸领域保通保畅。二是
积极培育竞争新优势，着力保主体
抢订单拓市场。三是加大财税金融

支持，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四是强
化投资促进和招商引资，着力促进
外资保稳促优。

目前，23 条举措正在加快落
地，得益于口岸保通保畅、政策红利
释放、营商环境好转等有利因素，新
疆自治区外贸快速增长，外资实现

“半年红”，为地方发展大局作出了
积极贡献。

1月至6月，新疆自治区新设外
商投资企业 19 家，实际利用外资
1.56 亿美元、增长 291%。1 月至 7
月，新疆自治区进出口1154.7亿元、

增长 38.1%，高于全国增速 27.7 个
百分点。新疆自治区商务厅牵头，
会同自治区外办、乌鲁木齐海关等
8 部门，开展口岸保通保畅全覆盖
调研，持续推动快进快出，目前恢复
进口口岸较去年增加 9个至 12个。
跨境电商进出口 27.2 亿元，增长
117.6%。出口二手新能源车 328
辆，均价3万美元，高于全国。

新疆自治区还积极筹备第七届
中国—亚欧博览会。举办与哈萨克
斯坦企业家、与RCEP成员国优质
农产品等两场云对接会，召开与吉

尔吉斯斯坦毗邻州区合作工作组第
十一次会议、与巴基斯坦经贸合作
工作组第一次会议。乌鲁木齐海关
发布促进新疆外贸保稳提质 16 条
措施。国家外管局新疆分局出台 9
条措施推动金融外汇助企纾困，跨
境 收 支 达 92.8 亿 美 元 ，增 长
25.9%。进出口银行新疆分行发放
外贸产业贷款 105 亿元，增长近
70%。出口信保新疆分公司为小微
企业保险费率平均降幅达 7.5%，实
现短期出口信用保险规模达7.31亿
美元，增长14.6%。 （宗赫）

新疆23条举措推动外贸外资保稳提质促优

离岸央票认购踊跃 中国经济获全球资本看好
■ 本报记者 刘禹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