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全球支付地位
•SWIFT數據：2025年3月，
人民幣為全球第四大支付貨
幣 ， 佔 比 4.13% ， 美 元
（49.08%）、歐元、英鎊分
列前三。

5 政策與機制支持
•中國優化 「債券通」 「互換
通」 ，擴大CIPS覆蓋範圍。

•2025年央行工作會議強調
「穩慎扎實」 推進人民幣國際
化，聚焦實體經濟需求。

儲備與投融資功能拓展3

6 機遇與挑戰全球經濟背景4

1 跨境人民幣使用增長

▲作為鏈接東南亞和中國中西部地區的重要路線，西部陸海新通
道建設如火如荼，為對外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持續加力。圖為海
輪在廣西欽州港碼頭下卸集裝箱。 新華社

展望：人民幣國際化處於 「戰略機遇窗口期」 ，未來需從 「貨幣跟隨」 向 「體系重
塑」 邁進。

•人民幣國際化進入 「深水區」 ，
區域化與功能深化趨勢不可逆。

•地緣政治衝突與美元反擊可能延
緩進程，需以科技驅動和區域合作
突破壁壘。

資料來源：
商務部國際商報官方公眾號

•全球70餘國家和地區將人民幣納
入外匯儲備。

•人民幣國際化從貿易結算向儲備
功能和投融資領域擴展。

•《跨境人民幣觀察》報告顯示，68%的企業參
與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53%涉足外匯交易。

•外資企業人民幣業務參與度提升，跨境貿易結
算使用率從68%增至77%，第三方國家貿易中使
用人民幣支付比例從40%升至48%。

•美國 「對等關稅」 政策與債務貨幣化削弱美元
信用，美債波動推高全球資本對人民幣的避險需
求。

•中國持有美債佔比從37%降至24%，外匯儲備
多元化趨勢明顯。

在全球供應鏈高度複雜的現實下，美國有人力、物力、財力來查
每一個零部件的製造來源嗎？實際上這很難做到的。威脅、嚇唬、分

化，這就是美國政府典型的談判策略，讓人們琢磨不透。在我國發布的《關於中美經貿
關係若干問題的中方立場》白皮書上已經明確提到：以世界貿易組織為核心的多邊貿易
體制是國際貿易的基石，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成果之一。

美國政府的做法，短期內可能得到一定的好處，長期來說是不可持續的，尤其是
在美國國內經濟承壓的背景下。如果經濟搞不上去，如何 「讓美國再次偉大」 呢？對中
國企業出海來說，必須做好最壞準備，同時尋求其他路徑，比如通過多市場分散等方式
化解風險。

問：全球產供鏈何去何從？

何去
何從

王義桅：

「美國有人力、物力、財力來查每一個零
部件的製造來源嗎？實際上這很難做到
的。」

責任編輯：陳晴妍 美術編輯：蘇正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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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義桅：

與其寄望免稅承諾 不如加強貨幣互換美國瘋狂的關稅政
策下，全球貿易格局或

迎來重構。美國時間4月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公布針對全
球的 「對等關稅」 政策。面對美國的 「關稅大棒」 ，包括
加拿大、歐盟等多方提出強硬反制措施。而所謂的 「對等
關稅」 ，沒能執行太久就迎來了叫停。4月9日，針對全球
的 「對等關稅」 正式實施，但在不到13小時內，美方就宣
布已授權對不採取報復行動的國家實施90天的關稅暫停。

不僅如此，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4月11日晚宣布，
美國聯邦政府已同意對智能手機、電腦、芯片等電子產品
免除所謂 「對等關稅」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
授、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王義
桅（右圖）近日接受內地媒體
訪問時表示，應對美國關稅政
策，不能完全寄希望於所謂
「免稅」 承諾，應當從金融體
系層面入手，例如通過加強本
幣與他國貨幣之間的貨幣互換
機制、推動去美元化的結算體
系、發展雙邊跨境電商等新型
貿易路徑，助全球開拓貿易新
天地。

名家談貿戰

推動去美元化
拓貿易新天地

王義桅簡介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
教授，國際事務研究所所
長，歐盟研究中心主任，重
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高級
研究員。曾為耶魯大學福克
斯學者、巴黎政治學院訪問
學者、延世大學及布魯塞爾
自由大學（ULB）訪問教
授。

未來的全球貿易將不可避免地朝着區域化方向發展。部分國家之
間很可能走向脫鈎，這就要求我們做好最壞的打算。深耕國內大市

場，強化與周邊國家的合作，積極推進區域化安排。在這一過程中，東盟和歐盟等強調
規則、秩序與制度設計的經濟體，將成為我們合作的重點對象。

王義桅：

「部分國家之間很可能走向脫鈎，這就要求
我們做好最壞的打算。」

問：面對美國霸凌，各方能鐵板一塊？

最壞
打算

美國部分政策的最大的特點就是 「不確定性」 ──今天這麼說，
明天那麼說，甚至下一秒鐘可能又會改變說法。其目的可能是製造混

亂、製造不確定性，從而實現恐嚇目的，企圖破壞全球貿易規則。某些時候，美國政府
的形象有點像 「政治拆遷戶」 ，把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規則給拆掉重建，使得美
國佔有更多優勢。歸根結底，美國已無法在原有全球化規則下繼續一家獨大，他想通過
製造規則混亂，奪取更多話語權。

所以，美國政府此舉表面上是全面施壓，實際主要目標是小部分國家。企圖讓這
些國家變成 「釘子戶」 ，讓世界各國孤立它們，同時誘導其他國家 「息事寧人」 ，甚至
「禍水東引」 。比如部分國家為了自身利益選擇對這些國家保持距離，這在本質上是一

種綏靖政策。美國不僅是對目標國家加稅，也對東南亞、墨西哥等地加稅，堵死了外國
企業轉移投資的路徑。被針對的國家或地區顯然也看清楚這一點，這也是它們強硬回擊
的原因，一旦示弱只會讓美國變本加厲。

王義桅：

問：緣何美國突然打起 「豁免關稅」算盤？

製造
混亂

對美國國內的影響實際上是很明顯的，從三大指數特別是科技股
下跌的表現都能看出來。美國的建制派也在趁機表達反對，以中期選

舉等為籌碼表達不滿。但在特朗普的敘事裏，這些都是必要的代價，是值得承受的。因
此， 「對等關稅」 政策，不光是美國和世界的博弈，也是美國國內建制派和反建制派的
博弈。對其他國家而言，重要的是認清誰才是全球化的真正障礙者。美國才是不願接軌
全球化的 「釘子戶」 。

目前來看，美國方面可能是在觀察各國對其政策反應的 「抗壓程度」 ，再一個個豁
免，重新調整其供應鏈布局。但華爾街金融資本是否買賬，還是一個未知數，甚至已經有
一些特朗普的鐵桿支持者也開始動搖。在這種內外壓力下，特朗普也需要戰略緩和。對於
中國來說，也要統一戰線，穩住國內的情緒和信心，這也是我們當前正在做的。

王義桅：

問：全球醞釀反制，美國 「抗壓能力」有多大？

試探
對手

「美國是不願接軌全球化的 『釘子戶』 。」

在應對美國政府的關稅政策時，不能完全寄望於所謂的 「免稅」
承諾，這些政策往往存在不確定性，甚至伴隨隱性壁壘。真正有效的

應對策略應當從金融體系層面入手，例如通過加強本幣與他國貨幣之間的貨幣互換機
制、推動去美元化的結算體系、發展雙邊跨境電商等新型貿易路徑。應對貿易衝突，不
能只在 「貿易對貿易」 層面。

問：面對美國關稅大棒，能否反守為攻？

另闢
蹊徑

王義桅：

「應對貿易衝突，不能只在 『貿易對貿易』
層面。」

所謂緩衝實際上就是安撫情緒、轉移矛盾，給特朗普消消火。先
緩衝90天，後面再緩衝90天，或許慢慢就不了了之了。從以前的情況

來看，緩衝再緩衝最後把事情糊弄過去，都是一貫操作。
實際上，特朗普或許才是那個壓力最大的人，他有時間限制。執政100天、明年建

國250年、後年中期選舉，都是會面臨壓力的節點。對於很多國家來說，即使有報復措
施也很難動搖美國政府，對美實行 「零關稅」 也不足以真正解決問題。畢竟有七十多個
國家或地區面臨 「對等關稅」 ，高高舉起輕輕放下，或者把禍水引向別處，避免被裹挾
進美國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正面衝突當中，這可能是大部分國家的心態。

王義桅：

問：90天緩衝過後，局勢如何發展？

轉移
矛盾

「緩衝再緩衝最後把事情糊弄過去，都是
一貫操作。」

從目前來看，美國的策略可以理解為一邊對其他國家或地區施
壓，一邊在其國內自我宣傳，通過製造談判成果來向選民交代，在

國內塑造 「談判有成」 的形象。但隨着壓力不斷加碼，特朗普也面臨來自美國國內
的壓力，包括美國電子商務、科技企業以及華爾街。一旦壓力反作用到金融市場，
接下來會可能通過影響美聯儲政策來試圖緩解局勢。最終，美國政府可能期待的是
其他國家或地區主動打來電話達成妥協，從而讓他可以宣稱 「別國退讓了，我贏
了」 。這其實是一種典型的談判行為，各方最終都需要外交層面的策略妥協來化解
衝突。

至於國際貿易的整體趨勢，我認為未來的主流方向依然是自由貿易，但原本以
WTO為代表的多邊貿易體系在現實中會越來越受到挑戰。由於多邊機制效率低、協商
難度大，再加上美國本身不斷在其中製造阻力，全球貿易正加速朝向雙邊協議和區域性
合作機制轉型。這種變化將成為未來國際貿易格局演變的一個關鍵趨勢。

問：全球貿易如何走出困局？

轉型
契機

王義桅：

「全球貿易正加速朝向雙邊協議和區域性合
作機制轉型。」

資料來源：時代周報

「通過製造規則混亂，奪取更多話語權。」

人民幣國際化正在加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