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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在国际跨境贸易结算中新的制约因素
赵政旭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广东 广州 510925）

摘要：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进程，是与对外贸易的不断推

进和市场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原始驱动力

的加快，境外人民币结算地位也逐渐提高，在现阶段研究跨境

贸易人民币结算问题具有现实性意义。国际跨境贸易人民币结

算中有诸多制约对贸易和投资往来的因素，怎样解决这些因素

以促进中国经济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具有促进作用，有利于促

进国际货币体系多极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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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的跨境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

国部分地区在与周边国家的边境贸易中开始出现使用人民币现

金进行贸易结算的现象。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进程从个人业务

到贸易结算、从经常项目到资本项目、从边境地区极少使用到

走向国际，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进程，是与对外贸易的不断推

进和市场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人民币从小币种升格为全球第

五大储备货币，人民币走向国际化是同中国金融在融入全球化

过程发展的进程相关。在一定意义上贸易同金融的发展形成了

互溶性与依赖性，国家对外贸易的发展程度与贸易量的多少直

接会作用于国际结算的水平与发展深度。

一、人民币与跨境贸易发展的相关因素

2018 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全球贸易持续处于萧条

期，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多国汇率剧烈波动及地缘

政治不稳等因素将抑制全球贸易增长，我国出口增长动力不

足。2019 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31.54 万亿元人民币，比

2018 年增长 3.4%。其中，出口 17.23 万亿元，增长 5%。以美

元计，中国去年全年出口增长 0.5%，增幅为 2016 年以来的最

低水平（2016 年的出口为负增长），进口下降 2.8%，贸易顺

差超过 4200 亿美元。中国外贸逆势增长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

稳定性与经济整体韧性、外贸发展韧性强及稳外贸政策效应持

续释放的结果，2019 年中国外贸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和中美

贸易摩擦双重压力下仍然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提质的态势，说

明中国外贸发展的抗压能力强，发展韧性足，贸易量的基础奠

定了人民币国际结算的水平，目前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第一大贸易国，是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进出口规模

从 2009 年的 2.2 万亿美元提高至 2019 年的 31.54 万亿美元，

在全球货物贸易中比重从 8.7% 攀升至 12% 左右（见表 1）。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金额从 2009 年试点之初的 35.8 亿元增长

到 2019 年的 6.04 万亿元，其中 2019 年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

业务发生 2.78 万亿元，以人民币进行结算的跨境货物贸易、

服务贸易及其他经常项目、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分别

发生 4.25 万亿元、1.79 万亿元、0.76 万亿元、2.02 万亿元。可见，

基于经常项下的跨境贸易结算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原始驱动

力。

表 1　2019 年 1-12 月中国商品出口、进口总额（美元）  单位：亿美元

年月 进出口 出口 进口 贸易差额
1 至当月累计

进出口 出口 进口 贸易差额

2019.01 3，975.9 2，180.0 1，795.9 384.1 3，975.9 2，180.0 1，795.9 384.1 

同比 % 4.5 9.3 -0.9 　 4.5 9.3 -0.9 　

2019.02 2，676.1 1，353.2 1，322.8 30.4 6，652.0 3，533.3 3，118.7 414.5 

同比 % -13.4 -20.7 -4.4 　 -3.5 -4.5 -2.4 　

2019.03 3，650.0 1，982.3 1，667.7 314.6 10，302.0 5，515.6 4，786.4 729.1 

同比 % 3.2 14 -7.2 　 -1.2 1.4 -4.1 　

2019.04 3，740.2 1，935.5 1，804.7 130.8 14，042.2 7，451.1 6，591.1 860.0 

同比 % 0.6 -2.7 4.5 　 -0.7 0.3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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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 3，865.8 2，139.2 1，726.6 412.6 17，908.0 9，590.3 8，317.7 1，272.6 

同比 % -3.3 1.1 -8.2 　 -1.3 0.5 -3.3 　

2019.06 3，752.2 2，124.1 1，628.2 495.9 21，660.2 11，714.3 9，945.9 1，768.5 

同比 % -3.9 -1.5 -6.8 　 -1.8 0.1 -3.9 　

2019.07 3，994.8 2，217.8 1，777.0 440.8 25，655.1 13，932.2 11，722.9 2，209.3 

同比 % -0.5 3.4 -4.9 　 -1.6 0.6 -4 　

2019.08 3，950.9 2，148.5 1，802.4 346.1 29，606.0 16，080.7 13，525.3 2，555.4 

同比 % -3.1 -1 -5.5 　 -1.8 0.4 -4.2 　

2019.09 3，973.8 2，182.0 1，791.8 390.2 33，579.8 18，262.7 15，317.1 2，945.6 

同比 % -5.5 -3.2 -8.2 　 -2.2 0 -4.7 　

2019.1 3，835.0 2，130.2 1，704.8 425.5 37，414.8 20，392.9 17，021.9 3，371.0 

同比 % -3.3 -0.8 -6.2 　 -2.3 -0.1 -4.9 　

2019.11 4，053.2 2，214.7 1，838.5 376.2 41，468.0 22，607.6 18，860.4 3，747.2 

同比 % -0.3 -1.3 0.8 　 -2.1 -0.2 -4.3 　

2019.12 4，285.0 2，376.5 1，908.5 467.9 45，753.0 24，984.1 20，768.9 4，215.1 

同比 % 11.3 7.6 16.3 　 -1 0.5 -2.8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二、在国际跨境贸易以人民币结算发展过程中出现新的问

题与挑战

（一）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总体规模小

2019 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发生 6.04 万亿元，直接

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发生 2.78 万亿元，以人民币进行结算的

跨境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及其他经常项目、对外直接投资、

外商直接投资分别发生 4.25 万亿元、1.79 万亿元、0.76 万亿元、

2.02 万亿元。世界主要国际货币的国际化进程中，其货币在

进出口贸易中的结算比重都比较高。现在以美元为国际结算

的目标货币在对外贸易中的计价比率仍然很高，2003 年美元

在本国进口和出口中的计价比重分别达到 92.8% 和 99.8%。

通过以上数据对比可以观察，我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额绝

对数较大，但相对数较小，与我国的世界经济第二大国地位

不符。 

（二）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过程中流出与回流机制的

形成有待补充

企业在进行对外贸易时对人民币的跨境结算的使用，具有

一定的适应和接受过程。人民币结算会需要繁杂的手续。对人

民币进行跨境结算方式的选择很多企业不采用。跨境贸易人民

币结算的流出与回流过程中这一业务带来了一定的优越性，但

也无法避免其数额较高的手续费用及复杂程序，人民币的跨境

结算业务要在多个国家部门的配合下完成。例如中国人民银行、

商务部、财政部、中国海关、中国银监会等。其中涉及到的部

门较多，相关部门之间未成立相关工作小组，因而各个部门之

间协调比较费力。在人民币的跨境结算施行后，各部门之间如

果不及时有效协调沟通，就会导致监管漏洞的出现。

（三）人民币跨境结算的服务质量和效率有待改进与提高

当前人民币跨境结算的服务质量需要满足企业规避远期汇

率风险，锁定远期汇率及套期保值的需求，因此人民币的发展

需要完成一系列人民币衍生产品，为境外企业提供贸易融资及

资金交易的组合产品。以增加国内商业银行的人民币资金交易

品种。中国的贸易项下跨境汇款清算、本地汇款清算、与香港

市场之间的离岸清算、银行间头寸调拨、定期存款、人民币购

售、拆借以及人民币债券发行清算等业务的办理所建立的服务

网点较少，专业化的从业人员水平若，在一定程度上会阻滞各

业务的处理效率。

（四）人民币结算金融产品有待丰富与提高

我国的金融市场相对来说比较封闭、金融产品的类型具有

局限性、金融机构对外服务的水平有限等因素导致人民币的跨

境结算在实施过程中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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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19 年全球已有 60 多个国家将人民币纳入官方储备。

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可识别外汇储备中占比达

1.07%，同比上升 0.23 个百分点，上述数据表明人民币资产在

全球市场具有越来越强的的吸引力，从而使人民币全球储备货

币地位获得进一步得到提升。相关配套的人民币金融产品还需

丰富与提高。

三、对国际跨境贸易以人民币结算发展过程中出现新问题

的合理化建议

（一）优化我国的贸易出口结构，促进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提高出口商品的附加值和科技含量，提高

我国在世界价值链中的位置。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调整和优

化经济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大创新投入和科技投入，

提高产品的差异化和竞争优势，降低可替代性。提高经济贸易

发展水平，以贸易量促进各国对人民币的选择。

（二）针对国际金融领域的各项业务要对从业者逐步完成

对相关政策的培训与宣传，分析人民币在国际业务往来中存在

的问题对专业人员进行对人民币的跨境结算的培训与指导。对

相关国家同人民币有业务往来的部门经常保持沟通，对出现的

问题及时有效的提供解决方案，及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困难。

同有业务往来的企业建立数据共享的相关机制，不断完善改进，

保证可以为各个部门提供相应监管与信息采集的条件，以适应

人民币的跨境结算业务需求。

（三）在人民币跨境结算时为了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建

立和完善人民币对周边国家货币的报价、平仓机制。针对市场

的客户需求的变化，积极研发和推广人民币结算金融产品。发

挥我国金融监管机构不断创新在贸易金融领域的产品、技术和

品牌以实现全球一流贸易金融服务。

（四）中资银行、证券、基金、保险等金融机构应不断

创新自己的金融产品，在发展新的金融产品时，必须要先建

立规则，充分借鉴国际经验。国际范围内的经验和教训并不

相同，不同国家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加强金融机构之间互相

合作与联系，如商业银行与证券公司、商业银行与保险公司、

信托银行与证券公司、国内银行与国外银行，共同开发新的

金融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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