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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概　要

1

2016年，人民币国际使用稳步推进，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保持稳定地位。

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统计，2016年12月，人民币成为全球第6
大支付货币,市场占有率为1.68%。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纳入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里程碑。

人民币稳居中国跨境收付第二大货币。2016年，跨境人民币收付金额合计

9.85万亿元，占同期本外币跨境收付金额的比重为25.2%，人民币已连续六年成为

中国第二大跨境收付货币。其中，经常项目人民币收付金额52 274.7亿元，对外

直接投资（ODI）人民币收付金额10 618.5亿元，外商直接投资（FDI）人民币收

付金额13 987.7亿元。截至2016年末，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结算的境内企业约24
万家。

人民币国际使用稳步发展。截至2016年末，中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

区，下同）银行的非居民人民币存款余额为9 154.7亿元，主要离岸市场人民币

存款余额约为1.12万亿元，人民币国际债券未偿余额为7 132.9亿元。截至2016年
末，共有18个国家和地区获得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RQFII）额度，合计人民

币1.51万亿元；共有407家境外机构获准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入市总投资备案规

模为1.97万亿元。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6年末，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将人民

币纳入外汇储备。

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稳步推进。2016年，将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

理试点范围扩大至全国；进一步开放和便利境外机构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简

化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管理，完善沪港通机制，取消总额度限制，启动

深港通。

人民币国际合作成效显著。截至2016年末，人民银行与36个国家和地区的中

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协议总规模超过3.3万亿元人民币；

在23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覆盖东南亚、欧洲、中东、美洲、大

洋洲和非洲等地，便利境外主体持有和使用人民币。

人民币跨境使用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2016年，进一步推动人民币跨境支付

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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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CIPS）系统建设和直接参与者扩容。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人民币跨境收付信

息管理系统（RCPMIS）业务规则，提高数据报送质量。

人民币正式加入SDR货币篮子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017
年，将继续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积极有为、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

化，保持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稳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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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跨境人民币收付业务

2016年，跨境人民币收付金额合计9.85万亿元，同比下降18.6%，占同期本外

币跨境收付总额的比重为25.2%，比上年下降3.5个百分点，其中收款3.79万亿元，

付款6.06万亿元，净支出2.27万亿元，收付比为1∶1.6。

第二部分

人民币国际使用概况

专栏一 2016年以来人民币国际使用新政策

2016年1月，调整境外机构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资金使用规定，境外机
构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内的资金可以转存为定期存款，利率按人民银行相关
规定执行。

2016年1月，扩大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试点范围。建立宏观审
慎规则下基于微观主体资本或净资产的跨境融资约束机制。

2016年2月，进一步便利符合条件的境外机构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取
消投资额度限制，简化管理流程。

2016年5月，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中国境
内的非金融企业（不包括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企业），以及经中国人民银
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批准设立的各类法人金融机构，
均可在以其资本或净资产为基准计算的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上限内自主开
展本外币跨境融资。

2016年8月，进一步简化RQFII申请程序，优化额度管理方式。实行基础
额度内自主投资和基础额度外审批相结合的方式，放宽锁定期限制，开放式
基金继续免于锁定期管理，对其他产品和资金锁定期要求由原来的1年缩短至
3个月。

2016年11月，进一步完善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
2016年11月，进一步规范境内企业人民币境外放款业务。对境内企业人



2017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

4

民币境外放款业务实行宏观审慎管理。
2016年12月，构建关于熊猫债的数据统计监测和宏观审慎管理体系，统

一熊猫债账户开立、资金存管、跨境汇划和数据报送的规则。
2017年1月，进一步完善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政策，提高跨境

融资便利化水平，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一）经常项目
2016年，经常项目人民币收付金额合计5.23万亿元，同比下降27.7%，其中，

货物贸易收付金额4.12万亿元，同比下降35.5%，占同期货物贸易本外币跨境收付

金额的比重为16.9%；服务贸易及其他经常项目收付金额1.11万亿元，同比增长

31.2%（见图1和表1）。2016年，经常项目人民币收款2.15万亿元，付款3.08万亿

元，净支出9 273.7亿元，收付比为1∶1.43（见图2）。

 

①历史数据根据现行国际收支统计口径相应调整，下同。

图1 月度经常项目人民币收付金额①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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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年度经常项目人民币收付金额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货物贸易 服务贸易及其他 合 计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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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368.4

58 9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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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  计

图2 经常项目人民币收付金额及比例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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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本和金融项目
2016年，资本项目人民币收付金额合计4.62万亿元，同比下降5.1%；其中人

民币收款1.63万亿元，付款2.98万亿元，净支出1.35万亿元，收付比为1∶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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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直接投资业务。2016年，对外直接投资（ODI）人民币收付金额1.06万亿

元，同比增长44.2%；外商直接投资（FDI）人民币收付金额1.4万亿元，同比下降

11.9%（见图3和表2）。

图3 月度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收付金额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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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年度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收付金额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对外直接投资 外商来华直接投资 合 计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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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截至2016年末，全国共设立跨境双向人民币资

金池1 716个。其中，1 052个资金池发生了资金跨境收付，收款总额为8 766.6亿
元，付款总额为8 758.9亿元，净流入7.7亿元。

沪港通和深港通业务。2016年，沪股通和深股通资金流入总金额为1 105.5亿
元，流出总金额为528.5亿元，净流入577.0亿元；港股通资金流入276.1亿元，流出

2 287.6亿元，净流出2 011.5亿元①。

专栏二 沪港通与深港通

一、开通背景
2014年4月，李克强总理在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年会上宣布将建立沪港

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2014年11月，沪港通正式上线运行，为内地和
香港投资者开辟了新的投资通道。试点启动后，市场运行平稳有序，投资者
反映积极，为我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双向开放积累了成功经验。在此基础上，
投资者期待不断推出扩展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联系的新举措。应市场要求，
结合我国金融双向开放大局及支持香港繁荣稳定发展需要，有关部门开始研
究推出深港通事宜。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
中明确提出适时启动深港通。2016年12月，深港通正式启动。

二、制度框架
沪港通和深港通遵循两地市场现行的交易结算法律法规和运行模式，主

要制度安排保持一致：一是交易结算活动遵守交易结算发生地市场的规定及
业务规则。上市公司继续遵守上市地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二是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公司、香港中央结算公司采取直连跨境结算方式。三是投资范围
限于两地监管机构和交易所协商确定的股票。四是采取一定的额度监控和调
控方式。不设总额度限制，保留每日额度调节，沪港通和深港通下北上资金
（沪市通和深市通）每日额度各为130亿元人民币，沪港通和深港通下南下
资金（包括沪港通下的港股通和深港通下的港股通）每日额度各为105亿元
人民币。双方可根据运营情况对投资额度进行调整。五是继续实施合格投资
者参与交易制度。

①根据沪港通与深港通的结算及报送规则，沪股通与深股通在实际业务发生日期的T+1日后结算，港股通在实际业务
发生日期的T+2日后结算。所以在某些时点上，成交额和资金收付额会略有差别，此外，上市公司分红等因素也可能导致
成交额与资金收付额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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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意义
深港通与沪港通构成了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互联互通的完整机制，是内

地和香港股票市场双向开放、增强合作的重要举措，顺应了资本市场国际化
发展趋势，既有利于促进香港金融市场的长期稳定、繁荣发展，巩固香港国
际金融中心地位，又有利于丰富内地股票市场投资者结构，健全内地资本市
场机制，推动资本市场多层次发展。在沪港通和深港通渠道下，内地和香港
投资者使用人民币投资对方市场股票，可拓宽香港市场人民币资金的投资渠
道，促进人民币在两地之间的有序流动，有利于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

下一步，两地监管部门将密切合作，根据沪港通与深港通运行情况，继
续研究优化相关制度安排，便利投资者投资活动，防范潜在业务风险。

境外机构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截至2016年12月末，共有407家境外机构获准

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①，包括：58家境外央行类机构（包括境外央行、国际金融机

构和主权财富基金）、112家境外商业银行、28家非银行类金融机构、204家金融

机构产品类投资者、5家其他类型机构投资者。

（三）结构分布
从境内地区分布看，2016年，跨境人民币收付总额排名前3位的是广东省、上

海市、北京市，占全国跨境人民币收付总额的比重分别为27.3%、23.0%和10.6%；

全国共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跨境人民币收付金额超过3 000亿元（见表

3）；8个边境省（自治区）②的跨境人民币收付金额合计约为5 145.9亿元，占比

5.2%。 

从境外地域看，与我国发生跨境人民币收付业务的国家和地区达到239个。

2016年，与中国香港地区的人民币收付金额占比为53.6%，比2015年上升0.7个百

分点。与德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开曼群岛、越南等地人民币收付金额占

比较2015年均有所上升（见图4）。

①自2016年6月起，境外机构家数统计调整为实际已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数目，且统计口径为在交易中心开户的账
户数。

②8个边境省（自治区）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新疆、西藏、云南、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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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16年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国别（地区）分布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香港，53.6%

越南，1.4%中国澳门，1.9%

美国，1.9%

韩国，2.5%

中国台湾，4.1%

日本，4.0%

德国，4.2%

英属维尔京群岛，1.9% 开曼群岛，1.5%澳大利亚，1.5%

其他，10.9%

新加坡，8.2%

专栏1.1 国际金融中心的界定

表3 2016年分地区跨境人民币收付情况

占比（%）合 计资本和金融项目经常项目地 区序 号

单位：亿元

15 245.4

9 811.6

5 496.3

3 467.6

3 472.3

1 980.9

1 512.7

11 287.9

52 274.7

11 656.8

12 795.3

4 941.6

2 835.8

1 309.8

1 375.6

1 618.5

9 659.7

46 193.1

26 902.2

22 606.9

10 437.9

6 303.4

4 782.1

3 356.5

3 131.2

20 947.6

98 467.8

27.3

23.0

10.6

6.4

4.9

3.4

3.2

21.2

100.0

广东

上海

北京

江苏

浙江

天津

山东

其他地区

合计

1

2

3

4

5

6

7

8

9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英国，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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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COFER）季度

数据①，截至2016年12月末，人民币储备②约合845.1亿美元，占标明币种构成外汇

储备总额的1.07%。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6年末，60多个国家和地区将人民币纳

入外汇储备。 

专栏三 人民币正式加入SDR专栏三 人民币正式加入SDR

①“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是IMF统计部管理的数据库，外汇储备数据包括货币当局对非居民的各类债权，包括
纸币、银行存款、国库券、其他短期和长期政府债券以及其他可以用于满足国际收支需求的债权等。

②目前，共有146个数据报送方，包括IMF成员国、多个非成员国家或经济体以及持有外汇储备的其他机构。截至
2016年12月末，146个数据报送方持有外汇储备总计107 934亿美元，其中79 006.3亿美元标明了其币种构成。

自2016年10月1日起，人民币正式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
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成为继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后的第五种货
币，其中人民币权重为10.92%，位列第三。人民币加入SDR，体现了国际社
会对于中国综合国力和改革开放成效，特别是人民币国际使用功能的认可，
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里程碑。

随着人民币储备货币地位逐渐被认可，越来越多的央行和货币当局把人
民币作为其储备资产。2017年上半年，欧洲央行共增加等值5亿欧元的人民
币外汇储备。新加坡、俄罗斯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 

人民币加入SDR意味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第一次有新兴市场货币进
入SDR货币篮子，这有助于改善以往单纯以发达国家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格
局，增强SDR本身的代表性和吸引力。此外，人民币加入SDR还有助于提高
SDR的稳定性，提升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增强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
的功能，这也会进一步改善国际货币体系。中国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激发
市场活力，释放改革红利，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维护全球金融稳定、完善
全球经济治理作出积极贡献。

三、人民币国际债券

2016年中国债券市场共发行人民币债券36.1万亿元，同比增长54.2%；截至

2016年末，债券托管余额63.7万亿元，同比增长33%；全市场共成交结算829.4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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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托管品种分布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国债
地方政府债
国开行金融债
政策性银行债
普通金融债
次级债
资本工具
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用具
企业债券
央行票据
政府支持机构债
信贷资产支持证券
同业存单
其他

53.0%

0.7%

20.3%

17.8%

0.3%
4.3% 1.9% 1.1%

亿元，同比增长22.9%，其中，现券交易132.2万亿元，交投活跃度大幅提升。截

至2016年末，共有407家境外机构获准进入中国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托管①

余额为8 000.3亿元。

按照国际清算银行（BIS）狭义统计口径②，截至2016年末，以人民币标价的

国际债券余额为6 987.2亿元，其中境外机构在离岸市场上发行的人民币债券余额

为5 665.8亿元，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余额为1 321.4亿元。

专栏四 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规模大幅增长

①包含中央银行票据托管量。
②BIS对国际债券有狭义和广义两个统计口径。按照BIS的统计口径，狭义的人民币国际债券是指境外机构在境内外

发行的以人民币标价的债券；广义的人民币国际债券是指发行人在本国或本地区之外发行的以人民币标价的债券。

市场将境外（含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湾地区）机构在我国境内
发行的人民币债券称为熊猫债。随着人民币国际接受程度的稳步提升，熊猫
债市场受到国际市场广泛关注，发债主体类型进一步扩展，发债规模也实现
了大幅增长。截至2017年7月末，熊猫债发债主体已包括境外非金融企业、

0
0.2%

0.1%0 0.3%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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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国际开发机构以及外国政府等，累计发行额为1 940.4亿元。
为统一熊猫债账户开立、资金存管、跨境汇划和数据报送的规则，构建

关于熊猫债的数据统计监测和宏观审慎管理体系，2016年12月，中国人民
银行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境外机构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跨境人民
币结算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银办发〔2016〕258号），明确境外机构可
选择开立境外机构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或委托主承销商开立托管账户两种方
式，存放发行人民币债券所募集的资金。开户行按照有权部门同意人民币债
券发行的证明文件，并根据其规定的募集资金境内外使用比例，办理相关跨
境人民币资金汇划。

2016年8月，全球首只以SDR计价、人民币结算的债券（命名为“木兰
债”）由世界银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在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
合计额度20亿SDR。同年10月，渣打银行（香港）有限公司也在我国银行间
债券市场成功发行1亿木兰债。木兰债的推出，丰富了我国债券市场交易品
种，促进我国债券市场的开放与发展，也是扩大SDR使用的标志性事件，对
于增强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具有积极意义。

表4 非居民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情况

2015.09 2016.092015.12 2016.122015.03 2016.032015.06 2016.06项 目

单位：亿元

5 285.2 

7 645.8 

9 357.1 

16 641.8 

38 929.9 

6 562.2

8 059.6

7 081.9

11 307.2

33 010.9

5 986.7 

7 517.1 

8 515.6 

15 380.7 

37 400.1 

6 491.9

8 526.2

6 164.4

9 154.7

30 337.2

7 384.1 

7 128.0 

8 769.2 

20 248.0 

43 529.3 

5 709.5

6 799.5

7 782.7

12 744.5

33 036.2

7 844.0 

7 640.8 

9 242.1 

21 203.5 

45 930.4 

6 012.1

7 639.8

7 474.2

12 529.4

33 655.5

股票

债券

贷款

存款

合计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银行间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人民银行整理。

四、非居民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

截至2016年末，非居民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余额为3.03万亿元，其中，

境外机构持有的股票市值和债券托管余额分别为6 491.9亿元和8 526.2亿元；境外

机构对境内机构的贷款余额为6 164.4亿元；非居民在境内银行的人民币存款余额

为9 154.7亿元，包括同业往来账户存款、境外机构和境外个人存款（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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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RQFII国家和地区额度构成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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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6年末，中国港澳台地区和新加坡、英国等主要离岸

市场人民币存款余额约为1.12万亿元（不含存款证）。其中，中国香港人民币存款

余额为5 467.1亿元，同比下降35.8%；新加坡人民币存款余额为386亿元，同比下

降43.1%；英国人民币存款余额为510亿元，同比增长17.2%。

五、人民币外汇交易

2016年，中国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含银行间市场和银行代客市场）日均交

易量832亿美元①。全年银行间市场人民币外汇即期成交折合5.93万亿美元，同比增

长21.9%；人民币外汇掉期交易成交折合10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9.8%；人民币外

汇远期市场成交折合0.1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311%。

银行间外汇市场先后推出人民币对南非兰特、韩元等12个货币的直接交易。

2016年，人民币对外币（不含美元）直接交易即期共成交1.13万亿元人民币，在银

①按照2016年外汇市场交易日244天计算。

截至2016年末，18个国家和地区获得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RQFII）额度，

共计人民币1.51万亿元（见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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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间外汇市场即期交易中占比为2.9%，而2010年前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外币

（不含美元）直接交易成交量占比不到0.5%。

六、人民币现钞跨境流通

2016年，银行跨境调运人民币现钞业务金额总计638.09亿元，同比增长

6.66%；其中调运出境103.63亿元，调运入境534.46亿元；净调入430.83亿元。通

过银行体系流入的境外人民币现钞持续较快增长（见图7）。中银香港代保管库继

续发挥境外人民币现钞供应回流的辐射带动作用，为中国港澳台地区以外的境外

参加行办理人民币现钞提存业务金额总计10.48亿元，同比下降44.1%；其中人民

币现钞提取0.9亿元，存入9.58亿元，净存入8.68亿元，业务范围涵盖亚洲、欧洲、

美洲、非洲。

图7 2009~2016年商业银行跨境调运人民币现钞金额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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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五 人民币跨境现钞调运业务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持续发展，人民币现钞在境外流通的规模也不断扩
大。人民银行根据境外人民币现钞供给和回流需求，统筹规划境外人民币现
钞供应回流格局，积极促进人民币现钞有序地跨境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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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银行跨境调运人民币现钞业务有三种模式：境外代保管库调运、
境外清算行调运和商业银行代理行调运。代保管库模式指境外人民币发行基
金代保管库跨境调运，目前只有中银香港代保管库与人民银行深圳分库之间
的调运业务。2016年，代保管库跨境调运人民币金额同比增长5.95%。清
算行模式是指境外人民币业务清算行根据人民币业务清算协议承办人民币
现钞跨境调运业务。目前，除香港清算行由代保管库办理跨境调运外，中
国澳门、中国台湾、新加坡三地的清算行分别经由珠海、厦门和广州办理
人民币现钞跨境调运。2016年，三地清算行跨境调运人民币金额同比增长
21.13%。代理行模式主要用于我国与毗邻国家商业银行之间的跨境调运，
是两国商业银行根据两国央行签订的本币结算协定建立代理行关系，并明确
人民币现钞跨境调运事项。目前中蒙之间的人民币现钞跨境调运业务比较频
繁，中越、中俄每年也有调运业务发生。2016年，代理行跨境调运人民币金
额同比下降21.18%。

海外人民币现钞供应回流业务是指除以上三种模式覆盖之外的海外国家
和地区商业银行，作为香港清算行的人民币业务参加行，在香港清算行办理
人民币现钞提取缴存业务，香港清算行依托中银香港代保管库向其提供人民
币现钞提存服务。2016年，有14家海外参加行在香港清算行办理了人民币现
钞提存业务。

随着境外人民币清算行机制和人民币现钞调运、提存环境不断优化，一
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币现钞业务从无到有，多种业务模式同时运行，业务渠
道不断丰富。例如，俄罗斯同时有参加行在中国香港提存人民币现钞、代理
行跨境调运，蒙古同时有代理行跨境调运、离岸市场购钞等业务。

近年来，银行向境外调出人民币现钞数量稳中趋减，从境外调入人民币
现钞规模增长迅速。主要原因：一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居民收入提高和出
境旅游消费热潮，居民携带人民币现钞出境，在境外兑换当地货币并进行消
费，导致境外人民币现钞规模持续增长，而人民币现钞在境外流通和贮藏功
能有限，多数经兑换后又进入银行体系回流国内；二是随着海外人民币现钞
市场渐趋成熟，部分离岸金融中心已形成集中收付的二级市场，也造成了我
国银行跨境调出人民币现钞数量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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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双边本币互换

2016年，人民银行先后与摩洛哥央行、塞尔维亚央行、埃及的中央银行签署

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总金额为295亿元人民币；与新加坡金管局、匈牙利央行、欧

央行、冰岛的中央银行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总金额为6 635亿元人民币。截至

2016年末，人民银行已与36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本币

互换协议，协议总金额超过3.3万亿元人民币。2016年，在人民银行与境外中央银

行或货币当局签署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

1 278亿元人民币，人民银行动用外币折合664亿元人民币。截至2016年末，境外

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累计动用人民币3 655.31亿元人民币，余额为221.49亿元人民

币；人民银行累计动用外币折合1 128.41亿元人民币，余额折合77.58亿元人民币。

八、人民币跨境使用基础设施
（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
2016年，人民银行进一步推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系统建设和直接

参与者扩容。2016年7月，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作为直接参与者接入CIPS，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是CIPS首家境外直接参与者，其成功接入使CIPS业务

量有大幅提升。

截至2016年末，CIPS共有28家直接参与者，512家间接参与者，覆盖六大洲

80个国家和地区。系统累计运行312个工作日，共处理支付业务722 849笔，金额

48 427亿元。

（二）境外人民币业务清算行
2016年，人民银行先后与美联储、俄央行签署了在美国、俄罗斯建立人民币

清算安排的合作备忘录，在美国、俄罗斯、阿联酋指定了人民币业务清算行（见

表5）。截至2016年末，人民银行已在23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覆

盖东南亚、欧洲、中东、美洲、大洋洲和非洲。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建立，有利于

上述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和金融机构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交易，进一步促进贸易投

资便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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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境外人民币业务清算行分布情况

时 间序 号 国家和地区 清算行

2003年12月

2004年9月

2012年12月

2013年2月

2014年6月

2014年6月

2014年7月

2014年9月

2014年9月

2014年11月

2014年11月

2014年11月

2015年1月

2015年1月

2015年5月

2015年6月

2015年7月

2015年9月

2015年9月

2015年11月

2016年9月

2016年9月

2016年12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澳门分行

中国银行台北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新加坡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伦敦分行

中国银行法兰克福分行

交通银行首尔分行

中国银行巴黎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卢森堡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多哈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加拿大）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悉尼分行

中国银行（马来西亚）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泰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智利分行

中国银行匈牙利分行

中国银行约翰内斯堡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阿根廷）股份有限公司

赞比亚中国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苏黎世分行

中国银行纽约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莫斯科）股份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迪拜分行

中国香港

中国澳门

中国台湾

新 加 坡

英 国

德 国

韩 国

法 国

卢 森 堡

卡 塔 尔

加 拿 大

澳大利亚

马来西亚

泰 国

智 利

匈 牙 利

南 非

阿 根 廷

赞 比 亚

瑞 士

美 国

俄 罗 斯

阿 联 酋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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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2016年，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继续稳步推进。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全口径跨

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进一步开放和便利境外机构使用人民币投资银行间债券市

场，更多类型境外主体可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简化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管理；优化沪港通机制，取消总额度限制，启动深港通。目前人民币在7大类

共40项资本项目交易中，已实现可兑换、基本可兑换、部分可兑换的项目共计37
项，占全部交易项目的92.5%。下一步，将继续按照“服务实体，循序渐进，统筹

兼顾，风险可控”的原则，有序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提升跨境投资和交

易的便利化，促进资源在全球有效配置，助力经济转型升级和稳定发展。

第三部分

相关改革及进展

将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试点扩大至全国范围，是人民银行针对
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推出的重要举措，是完善我国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关键一
步，提高了跨境融资和资源配置效率。

2016年4月，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全口径跨境融资宏
观审慎管理的通知》（银发〔2016〕132号），在上海、广东、天津、福建4
个自贸区企业和全国27家银行业机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试点基础上，进
一步将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推广到全国，明确2016年5月3日后，全
国范围内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即可在与其净资产或资本挂钩的跨境融资上限内
自主从境外融入本外币资金，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对企业和金融机构不实
行外债事前审批，企业改为事前签约备案，金融机构改为事后备案，提高企
业和金融机构从境外融资的自主权和便利性。

2017年1月，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有关
事宜的通知》（银发〔2017〕9号），调整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的豁免

专栏六 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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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及相关系数，便利境内机构充分利用境外低成本资金，降低实体经济融
资成本。

二、利率市场化改革

2016年，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快推进并取得重要进展。一是继续培育金融市场

基准利率体系。着力培育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国债收益率曲

线和贷款基础利率（LPR）等为代表的金融市场基准利率体系，为金融产品定价提

供重要参考。扎实推进Shibor、LPR应用，促进其使用范围逐步扩大。自2016年6
月15日起，通过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发布中国国债收益率曲线，推动市场主体提高

对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关注和使用程度，进一步夯实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基准性。二

是不断健全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进一步拓宽自律机制成员范围，目前自律机

制成员已扩大至1 712家，包括12家核心成员、988家基础成员和712家观察成员。

同时，进一步完善省级自律机制。三是有序推进金融产品创新。逐步扩大存单发

行主体范围，推进同业存单、大额存单发行交易。2016年6月6日进一步将个人投

资者认购大额存单的起点金额由30万元调整至20万元。四是完善中央银行利率调

控体系，积极疏通利率传导渠道，增强央行引导和调节市场利率的有效性。

    三、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2016年以来，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人民币汇率形

成机制有序运行，“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

形成机制进一步完善。人民币兑美元双向浮动弹性显著增强，兑一篮子货币汇率

在保持基本稳定的同时也显现出明显的双向波动态势，市场供求在人民币汇率决

定中的作用进一步显现。

2016年，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略有贬值。2016 年末，CFETS 人民币汇

率指数为94.83，全年下行6.05%。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计算，自2005年人民币汇

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截至2016年末，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分别

升值37.34%和 47.14%。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有所贬值，兑欧元、日元、英镑等其

他国际主要货币汇率有升有贬。人民币兑美元、欧元、日元分别较2015 年末贬值

6.39%、2.90%和9.59%，兑英镑升值11.51%。下一步，人民银行将继续坚持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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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七 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不断完善

随着汇率市场化改革持续推进，近年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不断
完善。2017年2月，外汇市场自律机制将中间价对一篮子货币的参考时段由
报价前24小时调整为前一日收盘后到报价前的15小时，避免了美元汇率日间
变化在次日中间价中重复反映。中间价形成机制不断完善，有效提升了汇率
政策的规则性、透明度和市场化水平，在稳定预期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得
到了市场的认可和肯定。

2017年5月，针对全球外汇市场和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出现的新变化，经
充分研究讨论，外汇市场自律机制核心成员一致同意在中间价报价模型中增
加逆周期因子，适度对冲市场情绪的顺周期波动，使中间价报价更充分地反
映我国经济运行等基本面因素，更真实地体现外汇供求和一篮子货币汇率变
化。从运行情况看，新机制有效抑制了外汇市场上的羊群效应，增强了我国

图8 人民币对主要国际货币汇率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美元兑人民币（左轴） 欧元兑人民币（左轴）
100 日元兑人民币（右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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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改革方向，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逐步增强汇率弹性，

保持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稳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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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等基本面因素在人民币汇率形成中的作用，保持了人民币汇率在
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2017年6月30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
6.7744元，较上年末升值2.40%，市场汇率收于6.7796元，较上年末升值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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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2017年，人民币国际使用范围将进一步扩大，使用渠道将进一步拓宽。

人民币国际化将在服务实体经济、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方面发挥更为积极

的作用。

一、人民币支付货币功能将不断增强

中国经济稳中向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不断完善，跨境人民币业务政策框

架不断优化，将有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接受人民币作为计价结算货币。配合“一

带一路”倡议，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的使用也将稳步扩大。

二、人民币投资货币功能将不断深化

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双向开放广度和深度的不断增强，金融基础设施进一步

完善，境外主体参与我国金融市场将更加便利，人民币跨境金融交易有望持续增

长。

三、人民币储备货币功能将逐渐显现

随着人民币正式加入SDR货币篮子，人民币国际地位持续提升，人民币国际

接受程度将不断提高，各国央行和货币当局持有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意愿将逐

步上升。

四、双边货币合作将继续稳步开展

与相关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的合作将继续加强，双边本币互换机制和双边本

币结算协定将进一步完善，双边货币合作将在便利两国贸易和投资、维护金融稳

定方面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第四部分

趋势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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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民币国际化基础设施将不断完善

随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建设和人民币清算安排的不断推进，人民币清算效

率不断提高，跨境清算网络不断完善。与人民币跨境使用、金融市场双向开放相

适应的会计准则、评级制度、税收政策也将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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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人民币国际化大事记

2009年

1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香港金融管理局签署了规模为2 000亿元人民币/
2 270亿港元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2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签署了规模为800亿元人民币/400亿
林吉特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3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与白俄罗斯共和国国家银行签署了规模为200亿元人

民币/8万亿白俄罗斯卢布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印度尼西亚银行签署了规模为1 000亿元人民币/
175万亿印度尼西亚卢比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4月2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阿根廷中央银行签署了规模为700亿元人民币/380亿
阿根廷比索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4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韩国银行签署了规模为1 800亿元人民币/38万亿韩

元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6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香港金融管理局就内地与香港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

试点业务签订《补充合作备忘录 (三) 》。

７月１日，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和中

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中国

人民银行 财政部 商务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09〕第10号）。

７月３日，中国人民银行与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签署了修订后的《香

港人民币业务清算协议》，配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工作的开展。

７月３日，为贯彻落实《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

行发布《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实施细则》（银发〔2009〕212号）。

7月6日，上海市办理第一笔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人民币跨境收付信息

管理系统（RCPMIS）正式上线运行。

7月7日，广东省4城市启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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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中国

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向上海市和广东省政府发布了《关于同意跨境贸易人

民币结算试点企业名单的函》（银办函〔2009〕472号），第一批试点企业正式获

批开展出口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共计365家。

9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税务总局签署《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信息

传输备忘录》。

9月15日，财政部首次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国债，债券金额共计60亿元人民币。

12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相关政策问题

解答》。

2010年

2月11日，香港金融管理局发布《香港人民币业务的监管原则及操作安排的

诠释》。

3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人民币跨境收付信息管理系统管理暂行办法》

（银发〔2010〕79号）。

3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和海关总署签署《关于跨境贸易以人民币结算协调工

作合作备忘录》。

3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与白俄罗斯共和国国家银行签署了《中白双边本币结

算协议》。

6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冰岛中央银行签署了规模为35亿元人民币/660亿冰

岛克朗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6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和中国

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银监会联合发布《关于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有关

问题的通知》（银发〔2010〕186号），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范围。

7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香港金融管理局在香港签署《补充合作备忘录

（四）》，与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签署修改后的《关于人民币业务的清算

协议》。

7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签署了规模为1 500亿元人民

币/300亿新加坡元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8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境外人民币清算行等三类机构运用人民币

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试点有关事宜的通知》（银发〔2010〕2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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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完善人

民币对马来西亚林吉特的交易方式，发展人民币对马来西亚林吉特直接交易。

8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境外机构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银

发〔2010〕249号）。

11月22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完善

人民币对俄罗斯卢布的交易方式，发展人民币对俄罗斯卢布直接交易。

2011年

1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中

国人民银行公告〔2011〕第1号），允许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地区的银行和企

业开展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银行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向境内机构在境外

投资的企业或项目发放人民币贷款。

4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新西兰储备银行签署了规模为250亿元人民币/50亿
新西兰元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4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中央银行签署了规模为7亿元

人民币/1 670亿乌兹别克斯坦苏姆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5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与蒙古银行签署了规模为50亿元人民币/1万亿蒙古图

格里克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6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明确跨境人民币业务相关问题的通知》

（银发〔2011〕145号）。

6月9日，昆明富滇银行与老挝大众银行共同推出人民币与老挝基普的挂牌

汇率。

6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哈萨克斯坦国家银行签署了规模为70亿元人民币/1 500
亿坚戈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6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与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签订了新的双边本币结算协

定，规定两国经济活动主体可自行决定用自由兑换货币、人民币和卢布进行商品

和服务的结算与支付。

6月28日，中国工商银行广西分行和中国银行新疆分行相继推出人民币兑越南

盾、哈萨克斯坦坚戈挂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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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交通银行青岛分行、韩国企业银行青岛分行推出人民币对韩元的柜

台挂牌交易。

7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中国

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关于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地区的通知》（银发

〔2011〕203号），明确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境内地域范围扩大至全国。

10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管理办法》

（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1〕第23号）。

10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外项目人民币贷

款的指导意见》（银发〔2011〕255号）。

10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韩国银行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

来的1 800亿元人民币/38万亿韩元扩大至3 600亿元人民币/64万亿韩元。

11月4日，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03〕第16号确定的选择香港人民币业务

业务清算行的原则和标准，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继续担

任香港人民币业务清算行（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1〕第25号）。

11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香港金融管理局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

模由原来的2 000亿元人民币/2 270亿港元扩大至4 000亿元人民币/4 900亿港元。

12月16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

发布《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试点办

法》（证监会令第76号）。

12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泰国银行签署了中泰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

模为700亿元人民币/3 200亿泰铢。

12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巴基斯坦国家银行签署了中巴双边本币互换协

议，互换规模为100亿元人民币/1 400亿卢比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12月29日，人民币对泰铢银行间市场区域交易在云南省成功推出，这是我国

首例人民币对非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在银行间市场的区域交易。

12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实施〈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人民币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试点办法〉有关事项的通知》（银发〔2011〕
32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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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1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阿联酋中央银行在迪拜签署了规模为350亿元人民

币/200亿迪拉姆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2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和中国

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出口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企业管理有关问

题的通知》（银发〔2012〕23号）。

2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续签了中马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互换规模由原来的800亿元人民币/400亿林吉特扩大至1 800亿元人民币/900亿林

吉特。

2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土耳其中央银行签署了规模为100亿元人民币/30亿
土耳其里拉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3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与蒙古银行签署了中蒙双边本币互换补充协议，互

换规模由原来的50亿元人民币/1万亿图格里克扩大至100亿元人民币/2万亿图格里

克。

3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签署了规模为2 000亿元人民币

/300亿澳大利亚元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4月3日，经国务院批准，香港地区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试

点额度扩大500亿元人民币。

6月1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完善人

民币对日元的交易方式，发展人民币对日元直接交易。

6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与乌克兰国家银行签署了规模为150亿元人民币/190
亿格里夫纳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6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明确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操作细

则的通知》（银发〔2012〕165号）。

7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境外机构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和使用有关

问题的通知》（银发〔2012〕183号）。

8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台湾方面货币管理机构签署《海峡两岸货币清算合

作备忘录》。

9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与中国银行澳门分行续签《关于人民币业务的清算

协议》。



附录 人民币国际化大事记

29

11月13日，经国务院批准，香港地区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
试点额度扩大2 000亿元人民币。

12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银行台北分行担任台湾人民币业务清

算行。

2013年

1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与中国银行台北分行签订《关于人民币业务的清算协

议》。

2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工商银行新加坡分行担任新加坡人民币业务

清算行，并于4月与其签订《关于人民币业务的清算协议》。

3月1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

布《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试点办法》（证监会令第90号）。

3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续签了规模为3 000亿元人民币

/600亿新加坡元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3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合格境外投资者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有关

事项的通知》（银发〔2013〕69号）。

3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巴西中央银行签署了规模为1 900亿元人民币/600
亿巴西雷亚尔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4月10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完善人

民币对澳元的交易方式，发展人民币对澳元直接交易。

4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实施〈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

券投资试点办法〉有关事项的通知》（银发〔2013〕105号）。

6月21日，两岸签署《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允许台资金融机构以人民币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方式投资大陆资本市场，投资额度考虑按1 000亿
元掌握。

6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与英格兰银行签署了规模为2 000亿元人民币/200亿
英镑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7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简化跨境人民币业务流程和完善有关政策

的通知》（银发〔2013〕168号）。

8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发布《关于优化人民币跨境收付信息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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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报送流程的通知》（银办发〔2013〕188号）

9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匈牙利中央银行签署了规模为100亿元人民币/3 750
亿匈牙利福林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9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冰岛中央银行续签了规模为35亿元人民币/660亿冰

岛克朗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9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阿尔巴尼亚银行签署了规模为20亿元人民币/358亿
阿尔巴尼亚列克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9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境外投资者投资境内金融机构人民币结算

有关事项的通知》（银发〔2013〕225号）

10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印度尼西亚银行续签了规模为1 000亿元人民币

/175万亿印度尼西亚卢比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10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欧洲中央银行签署了规模为3 500亿元人民币/450
亿欧元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10月15日，第五次中英经济财金对话宣布给予英国800亿元人民币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RQFII）额度。

10月22日，中新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宣布给予新加坡500亿元人民

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额度。

12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调整人民币购售业务管理的通知》（银

发〔2013〕321号）。

2014年

3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和中国

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简化出口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企业管理有

关事项的通知》（银发〔2014〕80号）。

3月19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完善人

民币对新西兰元的交易方式，发展人民币对新西兰元的直接交易。

3月26日，中法联合声明宣布给予法国800亿元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RQFII）额度。

3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德意志联邦银行签署了在法兰克福建立人民币清算

安排的合作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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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与英格兰银行签署了在伦敦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合

作备忘录。

4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新西兰中央银行续签了规模为250亿元人民币/50亿
新西兰元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6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外贸稳

定增长的若干意见>的指导意见》（银发〔2014〕168号）。

6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建设银行（伦敦）有限公司担任伦敦人民币

业务清算行。

6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银行法兰克福分行担任法兰克福人民币业务

清算行。

6月19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完善人

民币对英镑的交易方式，发展人民币对英镑的直接交易。

6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法兰西银行签署了在巴黎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的

合作备忘录，与卢森堡中央银行签署了在卢森堡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合作备

忘录。

7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韩国银行签署了在首尔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合作

备忘录，给予韩国800亿元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额度；4日，授权

交通银行首尔分行担任首尔人民币业务清算行。

7月7日，在德国总理默克尔来华访问期间，李克强总理宣布给予德国800亿元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额度。

7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阿根廷中央银行续签了规模为700亿元人民币/900
亿阿根廷比索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与瑞士国家银行签署了规模为1 500亿元人民币/210
亿瑞士法郎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8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与蒙古银行续签了规模为150亿元人民币/4.5万亿蒙古

图格里克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9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银行巴黎分行担任巴黎人民币业务清算行，

授权中国工商银行卢森堡分行担任卢森堡人民币业务清算行。

9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斯里兰卡中央银行签署了规模为100亿元人民币/
2 250亿斯里兰卡卢比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9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发布《关于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务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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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工具跨境人民币结算有关事宜的通知》（银办发〔2014〕221号）。

9月30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完善人

民币对欧元的交易方式，发展人民币对欧元的直接交易。

10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韩国银行续签了规模为3 600亿元人民币/64万亿

韩元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10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与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签署了规模为1 500亿元人民

币/8 150亿卢布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11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跨国企业集团开展跨境人民币资金集中运

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银发〔2014〕324号）。

11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卡塔尔中央银行签署了在多哈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

的合作备忘录，签署了规模为350亿元人民币/208亿里亚尔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给予卡塔尔300亿元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额度；4日，授权中国工

商银行多哈分行担任多哈人民币业务清算行。

11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沪港股票

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14〕336号）。

11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境外证券投资

有关事项的通知》（银发〔2014〕331号）。

11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加拿大银行签署了在加拿大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的

合作备忘录，签署了规模为2 000亿元人民币/300亿加元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并

给予加拿大500亿元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额度；9日，授权中国工

商银行（加拿大）有限公司担任多伦多人民币业务清算行。

11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签署了在吉隆坡建立人民币清

算安排的合作备忘录。

11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签署了在澳大利亚建立人民

币清算安排的合作备忘录，给予澳大利亚500亿元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RQFII）额度；18日，授权中国银行悉尼分行担任悉尼人民币业务清算行。

11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香港金融管理局续签了规模为4 000亿元人民币/
5 050亿港元的货币互换协议。

12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哈萨克斯坦国家银行续签了规模为70亿元人民币/
2 000亿哈萨克坚戈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15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中国外汇

交易中心正式推出人民币对哈萨克斯坦坚戈银行间区域交易。

12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泰国银行签署了在泰国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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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作备忘录，并续签了规模为700亿元人民币/3 700亿泰铢的双边本币互换

协议。

12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巴基斯坦国家银行续签了规模为100亿元人民币

/1 650亿巴基斯坦卢比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2015年

1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银行（马来西亚）有限公司担任吉隆坡人

民币业务清算行，授权中国工商银行（泰国）有限公司担任曼谷人民币业务清算

行。

1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与瑞士国家银行签署合作备忘录，就在瑞士建立人

民币清算安排有关事宜达成一致。给予瑞士500亿元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RQFII）额度。

3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与苏里南中央银行签署了规模为10亿元人民币/5.2亿
苏里南元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3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与亚美尼亚中央银行签署了规模为10亿元人民币/770
亿亚美尼亚德拉姆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3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续签了规模为2 000亿元人民币

/400亿澳大利亚元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4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南非储备银行签署了规模为300亿元人民币/540亿
南非兰特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4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续签了规模为1 800亿元人民币/900
亿马来西亚林吉特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4月29日，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试点地区扩大至卢森堡，初

始投资额度为500亿元人民币。

5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与白俄罗斯共和国国家银行续签了规模为70亿元人民

币/16万亿白俄罗斯卢布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5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与乌克兰国家银行续签了规模为150亿元人民币/540
亿乌克兰格里夫纳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5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智利中央银行签署了在智利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的

合作备忘录，并签署了规模为220亿元人民币/2.2万亿智利比索的双边本币互换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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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给予智利500亿元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额度。同日，授权中

国建设银行智利分行担任智利人民币业务清算行。

6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境外人民币业务清算行、境外参加银行开

展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回购交易的通知》（银发〔2015〕170号）。

6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5）》。

6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匈牙利中央银行签署了在匈牙利建立人民币清算安

排的合作备忘录和《中国人民银行代理匈牙利中央银行投资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

的代理投资协议》。给予匈牙利500亿元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额

度。28日，授权中国银行匈牙利分行担任匈牙利人民币业务清算行。

7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南非储备银行签署了在南非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的

合作备忘录。8日，授权中国银行约翰内斯堡分行担任南非人民币业务清算行。

7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印发《关于境外央行、国际金融组织、主权财富基金

运用人民币投资银行间市场有关事宜的通知》（银发〔2015〕220号），对境外央

行类机构简化了入市流程，取消了额度限制，允许其自主选择中国人民银行或银

行间市场结算代理人为其代理交易结算，并拓宽其可投资品种。

7月24日，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5〕第19号，明确境内原油期货以人民

币为计价货币，引入境外交易者和境外经纪机构参与交易等。

8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完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的声明。

自2015年8月11日起，做市商在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前，参考上日银行间外汇

市场的收盘汇率，综合考虑外汇供求情况以及国际主要货币汇率变化向中国外汇

交易中心提供中间价报价。

9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塔吉克斯坦中央银行签署了规模为30亿元人民币/30
亿索摩尼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9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印发《关于进一步便利跨国企业集团开展跨境双向人

民币资金池业务的通知》（银发〔2015〕279号）。

9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阿根廷中央银行签署了在阿根廷建立人民币清算安

排的合作备忘录。18日，授权中国工商银行（阿根廷）股份有限公司担任阿根廷

人民币业务清算行。

9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批复同意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和中国银行（香

港）有限公司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金融债券，这是国际性商业银行首次获准在

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

9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土耳其中央银行续签了规模为120亿人民币/50亿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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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其里拉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9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格鲁吉亚国家银行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框架协议。

9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与赞比亚中央银行签署了在赞比亚建立人民币清算安

排的合作备忘录。30日，授权赞比亚中国银行担任赞比亚人民币业务清算行。

9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银行签署了加强合作的意向协

议。

9月30日，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5〕第31号，开放境外央行（货币当

局）和其他官方储备管理机构、国际金融组织、主权财富基金依法合规参与中国

银行间外汇市场。

10月8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一期）成功上线运行。

10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在伦敦采用簿记建档方式成功发行了50亿元人民币

央行票据，期限1年，票面利率3.1%。这是中国人民银行首次在中国以外地区发行

以人民币计价的央行票据。

10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与英格兰银行续签了规模为3 500亿元人民币/350亿
英镑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11月2日，为满足境外中央银行、货币当局、其他官方储备管理机构、国际金

融组织以及主权财富基金在境内开展相关业务的实际需要，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

发布《关于境外中央银行类机构在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开立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

有关事项的通知》（银办发〔2015〕227号）。

11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内地与香港证券投资基金跨

境发行销售资金管理操作指引》（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2015〕第

36号）。

11月9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宣布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开

展人民币对瑞士法郎直接交易。

11月18日，中欧国际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举行成立仪式，并挂牌首批人民币

计价和结算的证券现货产品。

11月23日，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试点地区扩大至马来西

亚，投资额度为500亿元人民币。

11月25日，首批境外央行类机构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完成备案，正式进入中

国银行间外汇市场。

11月27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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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60亿元人民币主权债券的注册。

11月3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董会决定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

货币篮子，SDR货币篮子相应扩大至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英镑5种货币，

人民币在SDR货币篮子中的权重为10.92%，新的SDR货币篮子将于2016年10月1日
生效。同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建设银行苏黎世分行担任瑞士人民币业务清

算行。

12月7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韩国政府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

行30亿元人民币主权债券的注册。

12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阿联酋中央银行续签了规模为350亿元人民币/200
亿阿联酋迪拉姆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同日，双方签署了在阿联酋建立人民币清

算安排的合作备忘录，并同意将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试点地区扩

大至阿联酋，投资额度为500亿元人民币。

12月17日，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试点地区扩大至泰国，投

资额度为500亿元人民币。

2016年

1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印发《关于调整境外机构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

资金使用有关事宜的通知》（银办发〔2016〕15号）。

1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印发《关于扩大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试点的

通知》（银发〔2016〕18号）。

2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16年第3号公告，便利符合条件的境外机构投

资者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6〕第3号）。

3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新加坡金管局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协议规模为

3 000亿元人民币/640亿新加坡元，有效期为3年。

4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印发《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

慎管理的通知》（银发〔2016〕132号）。

5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摩洛哥中央银行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协议规模

为100亿元人民币/150亿迪拉姆，有效期为3年。

6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签署了在美国建立人民币

清算安排的合作备忘录，并给予美国2  5 0 0亿元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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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FII）额度。

6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塞尔维亚中央银行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协议规

模为15亿元人民币/270亿塞尔维亚第纳尔，有效期为3年。

6月20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完善人

民币对南非兰特的交易方式，发展人民币对南非兰特直接交易。

6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与俄罗斯中央银行签署了在俄罗斯建立人民币清算安

排的合作备忘录。

6月27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完善人

民币对韩元的交易方式，发展人民币对韩元直接交易。

7月11日，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以直接参与者身份接入人民币跨境支付

系统（CIPS），这是CIPS的首家境外直接参与者；同日，中信银行、上海银行、

广东发展银行、江苏银行、三菱东京日联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瑞穗银行（中

国）有限公司、恒生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等以直接参与者身份接入CIPS，CIPS
直接参与者数量增加至27家。

8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印发《关于波兰共和国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

人民币债券有关事项的批复》，同意受理波兰共和国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人民

币债券的注册申请（银办函〔2016〕378号）。

8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人民币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16〕227号）。

9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匈牙利央行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协议规模为

100亿元人民币/4 160亿匈牙利福林，有效期为3年。

9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16年第23号公告，授权中国银行纽约分行担任

美国人民币业务清算行（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6〕第23号）。

9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16年第24号公告，授权中国工商银行（莫斯

科）股份有限公司担任俄罗斯人民币业务清算行（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6〕第

24号）。

9月26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开始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开

展人民币对沙特里亚尔直接交易。

9月26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开始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开

展人民币对阿联酋迪拉姆直接交易。

9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欧洲中央银行签署补充协议，决定将双边本币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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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协议有效期延长三年至2019年10月8日。互换规模仍为3 500亿元人民币/450亿欧

元。

11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内地与香

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16〕282号）。12月5
日，正式启动深港通。

11月14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完善

人民币对加拿大元的交易方式，开展人民币对加拿大元直接交易。

11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印发《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明确境内企业境外

放款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银发〔2016〕306号）。

12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埃及中央银行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协议规模为

180亿元人民币/470亿埃及镑，有效期为3年。

12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16年第30号公告，授权中国农业银行迪拜分行

担任阿联酋人民币业务清算行。（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6〕第30号）。

12月12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开始在银行间外汇市场

开展人民币对墨西哥比索直接交易。

12月12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开始在银行间外汇市场

开展人民币对土耳其里拉直接交易。

12月12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开始在银行间外汇市场

开展人民币对波兰兹罗提直接交易。

12月12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开始在银行间外汇市场

开展人民币对丹麦克朗直接交易。

12月12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开始在银行间外汇市场

开展人民币对匈牙利福林直接交易。

12月12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开始在银行间外汇市场

开展人民币对挪威克朗直接交易。

12月12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开始在银行间外汇市场

开展人民币对瑞典克朗直接交易。

12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冰岛央行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协议规模为35
亿元人民币/660亿冰岛克朗，有效期为3年。

12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印发《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境外机构境

内发行人民币债券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银办发〔2016〕25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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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有关事宜的

通知》（银发〔2017〕9号）。

3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与中国银行纽约分行签署《关于人民币业务的清算协

议》。

3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与中国工商银行（莫斯科）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关于

人民币业务的清算协议》。

3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与中国农业银行迪拜分行签署《关于人民币业务的清

算协议》。

5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新西兰央行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协议规模为

250亿元人民币/50亿新西兰元，有效期为3年。

5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印发<人民币跨境收付信息管理系统管理

办法>的通知》（银发〔2017〕126号）。

5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完善人民币跨境收付信息管理系统银行间

业务数据报送流程的通知》（银办发〔2017〕118号）。

6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与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续签《关于人民币业务

的清算协议》。

7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与蒙古中央银行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协议规模为

150亿元人民币/5.4万亿蒙古图格里克，有效期为3年。

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与瑞士中央银行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协议规模

为1 500亿元人民币/210亿瑞士法郎，有效期为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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