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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金融与发展论坛 
  

鄂永健： 

尊敬的各位朋友、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

非常荣幸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参加中韩金融合作论坛。交

通银行的首尔分行是韩国当地的人民币清算行，自

2009年人民币国际化推进以来，交通银行致力于为中

韩金融合作、致力于为人民币国际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来自交通银行发展研究部，我们对人民币国际化

在宏观上一直保持着密切关注，在中国和其他国家金融

合作过程中我们也不断探索商业银行可以开展哪些创新

性的业务。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人民币国际化的观点，这

是我们团队的观点。今天跟大家交流四个方面： 

第一，人民币国际化推进路径的看法。我们的主要

看法是，在以前的国际化推进过程中，更多的是在经常

项下，靠跨境的人民币结算进行推进，未来会发生一些

转变。 

第二，经常项下推进为主逐渐过渡到经常项和资本

项下并重的阶段。 

第三，负债型为主过渡到负债与资产型并重的阶段。 

第四，在人民币国际化新阶段，中国和韩国商业银

行有哪些可以合作的空间和机遇。 

鄂永健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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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首先对 2009 年以来人民币国际化推进的过程做一个简单的总结，看看在

这个阶段的过程中人民币国际化有哪些特征。 

在前一阶段人民币国际化推进主要有这样几个特征：首先是以经常项下推

进为主；其次是以人民币流出为主，这是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初级阶段，想把人

民币推出去，致力于建设离岸金融市场的关系；第三，以境外非居民持有人民

币资产为主，这对我们来说是负债；第四，以支付结算功能为主；第五，过去

人民币国际化对于人民币的币值有过度的依赖，我们发现在升值预期比较强时，

人民币国际化推进得比较快，境外的非居民对持有人民币的意愿比较强。这是

我们总结下来的几个特征。 

在人民币加入 SDR以后可能会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借

人民币加入 SDR的契机会推动人民币从跨境贸易支付结算货币逐步向跨境投融

资货币、储备货币、金融市场上的交易货币为主，推动这样一个过程的升级。

展望未来人民币国际化推进的方式，可能会呈现经常项和资本项并重、流入与

流出并重、负债型与资产型并重，实现更为均衡、可持续的推进路径。 

第二部分，经常项和资本项并重转变。2009 年以来人民币国际化贸易结算

试点推进以后速度非常快，到 2010 年是 180 多亿，2015年三季度破 2 万亿。我

们也注意到这样一个特征，之后贸易结算的速度、总体规模都呈现下降，至少

是保持平稳的阶段。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占比从 2012 年的 7%到目前 30%左右，我们发现从

2014年和 2015年开始，这样的占比开始平稳下来，没有像刚开始那样持续高速

的向前发展。从支付地位来看，SWIFT的数据 2016 年 7 月份人民币在全球支付

中占比 1.9%，位列全球第五，每个月数据都有波动，基本保持第五、第六的位

置，明显进入平缓阶段。 

下面我们看一下经常项下的人民币国际化进入平稳发展期的原因分析。前

期，基于对人民币持续升值的预期，境外主体持有人民币的意愿比较强，所以

会表现为人民币结算占比快速上升。但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人民币单边升

值预期在短期内基本已经结束，未来人民币的贬值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我们的

判断是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格局已经形成。经过六年快速发展，人民币在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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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结算中计价和支付结算的需求空间基本到了一个平缓的阶段。在我们贸易

结算中，有很多是对欧美发达国家的进出口结算，在现有的经济结构和企业基

础水平的条件下，我们对欧美发达国家的进出口产品议价能力不是特别强，未

来想要进一步提升贸易结算占比会面临阶段性的瓶颈。 

基于这样几个判断，我们认为在未来的结算中，会有多方面的因素推动资

本项下的人民币国际化加快发展。有这样一些因素：比如说离岸人民币市场以

存款为主，存量已经达到一定规模了，这个时候回流到国内渠道的需求比较强

烈；第二，境内居民和企业在全球配置资产的需求日益增长，都是在推动人民

币国际化在资本项下进一步发展；第三，人民币形式的跨境投融资不涉及本外

币兑换，风险相对可控。以拓宽人民币回流渠道，促进跨境人民币投融资为主

要特征，资本和金融账户下的人民币国际化会快速发展。 

接下来看一些具体例子。RQFII、沪港通等稳步推进，深港通已经正式获批

启动，一些细则正在紧锣密鼓的制定当中，也是呼之欲出。到 2016 年 8 月底

RQFII 的可投资额度达到 5000 多亿元，是 2012 年初的 20倍，各个国家的额度

都在不断扩大，韩国到目前是 1200 亿元的额度，这都是资本项下推进的体现。 

上海自贸区正在着手建立面向国际、服务全国的人民币国际债券平台，这

个平台和区外的债券市场有些不同，主要面向国际、以及国内有走出去需求的

企业和金融机构。中国债券市场对外开放程度是在逐步提高的，但是从人民币

国际化的需求来看，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需要来看，开放程度可能还不够。

在未来推进的过程中，借助于自贸区的制度创新优势和对外开放优势，可以采

取试点运行的方式。在自贸区建立一个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人民币国际债券

平台，打造一个人民币国际债券市场，对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金融市场的对外

开放具有重要意义，这个开放度会是很高的，会使境内市场和境外市场互联互

通。 

未来更具开放度的人民币衍生品市场也会逐步建立，相比较债券市场来看，

对于交易的规则、投资者的要求，以及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的管控会更高，是逐

步渐进的过程。随着人民币加入 SDR，境外投资者对人民币资产配置的需求越来

越大，人民币汇率风险管理的需求会越来越多，更具开放度的衍生品市场是必



 
 

4
 

不可少的。我们完全可以在自贸区内建立这样一个交易和定价的平台，如果比

较成熟，我们可以复制，可以进一步的推广。 

这是对外投资，也是资本项下的重要一项。近年来人民币形式的直接投资

发展得非常快，以 2016 年 8月为例，人民币直接投资结算业务单月达到 2110

亿元，其中对外直接投资 900 多亿元，外商直接投资 1198 亿元。2015 年人民币

直接投资结算业务发展最快，是爆发式增长的一年，全年人民币直接投资累积

达到 2.3万亿人民币，对外和吸引外商加一起合计是 2.3 万亿人民币，结构是

对外直接投资占大头，大概是 1.5万亿人民币，可见我们在资本项下直接投资

方式的推进，人民币形式的推进还是有很大的空间，速度也是很快的。我们认

为未来在“一带一路”战略推进的带动下，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还会迎来一个

快速发展的时期。 

加入 SDR有这样几个促进作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在资本项下加快发展：

第一，有助于推动资本和金融账户的开放，资本市场开放等金融改革与开放。

第二，有利于国内企业和居民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的配置。第三，有助于人

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最近一段时间人民币汇率面临贬值的压力，加入 SDR 以

后，国际储备功能被正式承认，肯定有主权机构、商业性金融机构会加大人民

币资产的配置。我看到一个最新的数据，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债券市场上国

际投资者购买的债券量将近 110 多亿美元，特别是在 9月份呈现快速发展的阶

段，其中有 60 多亿美元都是买中国的政府债券。这是一个反映，反映出未来在

国际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对人民币资产，特别是风险比较低、有固定收益的产

品配置的需求会越来越多。第四，促进境外人民币资金有一个资金回流的效应。 

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会逐渐向投资、交易、储备功能拓展，引领人民币国

际化，和之前的推进阶段会有明显的不同。这里有两个数据，据 IMF 的统计，

2014 年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中，人民币的占比是第七位，排在美元、欧元、英镑、

日元、澳元、加元之后，IMF 官方最新的公告，人民币已经加入 SDR，会在 10

月份逐步公布外汇储备中人民币的占比，未来会定期发布人民币在国际官方外

汇储备中的排位。国际清算银行发布的全球外汇市场调查报告显示，2016年 4

月人民币外汇交易量 2020 亿美元，全球占比 4%，排名第八位，未来我们预计会

逐渐进入平稳上升的阶段。基于这样几个判断，我们觉得人民币的交易、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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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备等功能会大大的拓展。在这一系列的推动因素下，可能会使人民币的各项

功能在 5 到 10 年内达到相对均衡的局面，不像之前仅仅对币值变化依赖程度较

强、以输出为主，这会对未来人民币真正成为国际的主要货币打下良好的基础。 

第三部分，人民币推进方式可能会从负债型向负债与资产型并重转变。人

民币在前几年的推进是以输出为主，境外的非居民持有人民币，对我们来讲是

负债，他们持有人民币是一种资产，肯定对币值会有强烈的预期，币值越高、

升值越强会越倾向于持有人民币。这样一种方式是不太均衡、不太稳定的方式，

我们认为未来这样的局面有望慢慢发生转变，负债和资产可能会并重。 

对外投资会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向资产型转变。对外投资与本币国际化是相

互促进发展的。对外投资能够同时带来本币结算的集聚效应和对其他国际货币

的替代效应，我们国家通过大量的海外投资来对本国进出口贸易形成带动，围

绕投资会形成这样一个产业链，会激发本国的货币和其他国家的货币进行反复

的交易结算，这也会提高本国货币的地位。本国企业向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越

来越多，会减少东道国对出口产品的进口，从而替代东道国因进口而向出口国

支付其他国际货币的效应，减少了对其他国际货币的依赖，相应提高了本国货

币的国际地位。 

人民币对外投资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出口，人民币更多在出口贸易中

使用，这是很显然的作用。如果很多对外投资以本币进行，本币国际化的进程

也会进一步的加快，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带动出口。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过程中

原料的生产、产品的进口，都会产生对中国产品的逐步增加的需求，这是一个

很明显的替代效应。同时可以使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将人民币的资

金用于全球资源配置的生产、销售、定价。 

我们也看到，以对外投资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具备一系列有利的条件。当前

国际经济的大环境，美国加息，全球资本逐步回流美国，很多新兴市场国家，

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的新兴市场国家会面临资本短缺的局面，这正是给人

民币形式的对外投资、人民币形式的资本输出提供了一个好的机遇。从我们自

身来看，经过数十年的积累，我国在交通、港口、通信行业上已经积累了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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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验，积累了比较先进的技术，我们也具备进行技术输出、通过投资来进行

资本输出的这样一些有利的条件。 

值得关注的一点，对外投资在现阶段最好以有实体经济为依托的直接投资

为主，以金融投资为辅，金融最根本的目的是服务实体经济。如果只强调金融，

单纯强调跨境的对外借贷、对外资本输出，很可能会导致产业的空心化，使人

民币国际化建立在一个虚拟经济基础上，这样一种局面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对

外投资还是以直接投资为主加以推进。日本在日元国际化的推进过程当中不是

十分成功，其中的原因之一有可能就是对外投资过程中忽略了这样一点，1984

年日本对外总资产中直接投资占比 11%，证券投资占比 26%，直接投资远远低于

证券投资占比。过度依赖金融投资会导致国际化缺乏实体的基础，缺少实体产

业的支持，难以形成持久的推动力。 

第四部分，在人民币国际化新阶段的大背景下，中韩商业银行面临哪些机

遇。之前以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为主的时候，更多基于贸易领域、经常项下。

在人民币国际化的新阶段，负债、资产和对外投资逐渐加速的过程中，对于商

业银行来说合作空间、合作机遇跟以前有所不同，空间非常广阔。未来中国和

韩国的商业银行可以在以下四个方面有一些重点的合作机会。 

第一，对外投资会带动出口，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依然是中韩两国金融机

构可以合作的重点领域。未来的合作重点是新型的融资方式，比如协议融资、

协议付款，这样一些贸易融资的方式可能会快速发展。 

第二，跨境人民币投融资。这个也是和前面的资本账户项下人民币国际化

加快推进高度契合，跨境人民币投融资业务合作空间也很大，比如投融资里面

人民币的结算会有一个不错的增长空间，再比如跨境的项目贷款、对外担保、

跨境人民币的双向资金池，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双向资金池已经在自贸区启

动。围绕跨境人民币投融资的业务未来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第三，跨境人民币的财富管理业务。这也是和资本项下人民币国际化加快

推进息息相关，包括跨境汇款、跨境投资理财，可以以这种产品为抓手，我们

共同合作，打造全球的私人财富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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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跨境人民币的资金托管。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

高，跨境人民币资金托管的业务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包括资产的估值、资金的

清算、交易结算、投资监督等。以 RQFII 为例，它的额度不断扩大，围绕 RQFII

的投资和资金的托管，这种业务机遇增长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交通银行首尔分行是当地人民币的清算行，我们可以提供高效的人民币清

算服务。第一，我们可以为参加行在本行开立人民币清算及结算账户。第二，

可以办理参加行人民币业务的清算和结算。第三，为参加行提供人民币流动性

的支持。第四，为参加行提供人民币资金与韩元和其他外币间的兑换交易。第

五，为参加行办理人民币现钞运送，负责参加行间的人民币现钞的收付。 

清算行有一些独有的优势：第一，可以独享中国境内三类金融市场资格，

首尔分行是韩国境内唯一可以直接进入中国境内外汇交易、同业拆借和银行间

债券市场的银行。第二，可以进入境内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为客户提供更多

期限的人民币资金，人民币资金价格更具市场竞争力。第三，可以进入境内银

行间债券市场，拓宽人民币投资渠道。第四，可以进入离岸及在岸人民币外汇

交易市场，为客户提供更具优势的汇率报价。 

以上是和大家分享的观点，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谢谢！ 

 

主持人：非常感谢鄂永健先生的报告，同时也祝愿交通银行作为首尔的人

民币清算行在人民币国际化和首尔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当中发挥更巨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