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幣全球支付份額3.47%創新高
國際化成果顯現 多國對華貿易不再用美元結算

儘管8月份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貶值跌破7.3關口，

但無阻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穩步向前邁進。環球銀

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最新數據顯示，人民幣

國際支付份額在8月升至創紀錄新高的3.47%，連

升7個月，國際排名維持全球第五大最活躍貨幣地

位，進一步逼近第四位的日圓（3.68%）。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國家外匯管理局昨所發布《2023年上半年
中國國際收支報告》顯示，從境外資本流
入情況看，上半年來華直接投資保持淨流
入；來華證券投資趨於穩定，由一季度淨
減持轉為二季度淨增持，其中股票項下淨
流入同比明顯增加，債券項下逐步恢復淨
流入。

證券投資逆差收窄
報告的具體數據顯示，上半年證券投資

逆差623億美元，同比收窄61%。其中，
對外證券投資淨流出（資產淨增加）524
億美元；來華證券投資更加積極，境外對
中國證券投資由一季度的淨流出（負債淨
減少）轉為二季度淨流入（負債淨增加）
84億美元。

從境外對中國證券投資的主要渠道看，
「滬股通」和「深股通」渠道淨流入資金
269億美元，同比增長1.5倍；非居民投資
中國機構境外發行的股票形成淨流入21億
美元，增長27%；通過債券通「北向通」
投資境內債券市場淨流入15億美元。此
外，境外機構賣出中國債券以及債券到期
贖回379億美元，同比增長5%。
另外，按國際收支統計口徑，上半年直
接投資逆差616億美元，其中對外直接投
資淨流出（資產淨增加）888億美元，外
商來華直接投資淨流入（負債淨增加）273
億美元。外匯局指出，上半年，對外直接
投資有序發展，對外證券投資逐步趨穩、
增長放緩。從存量上看，2023年6月末，
中國對外淨資產2.8萬億美元，較2022年
末增長10%。

延續自主平衡格局
外匯局表示，總體看，上半年中國國際
收支延續自主平衡格局，經常賬戶順差
1,463 億美元，與同期國內生產總值
（GDP）之比為1.7%，繼續保持在合理均
衡水平；非儲備性質的金融賬戶逆差849
億美元，與經常賬戶形成「一順一逆」的
平衡格局。
展望下半年，外部環境依然複雜多變，
全球經濟增長動能減弱，主要發達經濟體
貨幣政策緊縮接近尾聲，中國經濟長期向
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將繼續支撐國際收
支保持基本平衡格局。預計經常賬戶順差
維持在合理均衡水平，跨境雙向投資有望
進一步趨穩向好，外匯儲備規模保持基本
穩定。

二季度外資來華證券投資轉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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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來看，與 7月份相比，人民幣支付金額總體增加了
18%，同時所有貨幣支付金額總體增長了4.02%。Swift數

據還顯示，8月，在主要貨幣的支付金額排名中，美元、歐元、
英鎊和日圓分別以48.03%、23.22%、7.14%和3.68%的佔比位
居前四位，人民幣以佔比3.47%維持第五位。此外，若以歐元
區以外的國際支付作為統計口徑，當月人民幣位列第六，佔比
2.59%。
7月份人民幣全球支付佔比為3.06%，連續六個月上升。中國
人民銀行國際司司長金中夏稱，人民幣已成為全球第五大儲備
貨幣、第五大支付貨幣、第五大交易貨幣和第三大貿易融資貨
幣。7月人民幣在全球支付中的佔比再次突破3%。從貿易看，
今年1月至7月份，貨物貿易中人民幣結算的佔比達到了24%；
從投資看，到6月末，境外主體配置人民幣資產餘額已經達到
9.8萬億元。

美元信用降 多國減少使用
今年以來，人民幣國際化捷報頻傳，人民幣國際支付份額明

顯提升。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余永定近日指出，當前人民
幣國際化取得進展的最主要原因還是地緣政治形勢的變化。俄
烏衝突以來，美國及其盟國凍結俄羅斯中央銀行3,000億美元外
匯儲備的措施，美元「武器化」徹底破壞了國際貨幣體系依託
的國家信用，俄羅斯銀行把大量外匯儲備轉為人民幣資產，用
中國人民銀行建立的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代替紐約的
CHIPS系統。近日，俄羅斯官方表示，本國貨幣在俄中支付中
的份額已達到80%。
另外，今年以來，不少國家同中國人民銀行簽訂了建立人民幣
離岸清算銀行、貨幣互換和使用當地貨幣結算的協議。這些協
議，特別是貨幣互換協定，無疑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重大進展。
6月30日，阿根廷政府宣布，當天使用特別提款權和人民幣

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償付27億美元到期外債，這是阿根廷首次
使用人民幣償付外債。5月16日，來自阿聯酋的液化天然氣運
輸船在廣東順利接卸，成為中國首單以人民幣結算的進口液化
天然氣。4月份，阿根廷經濟部長馬薩宣布阿根廷將停止使用美
元來支付從中國進口的商品，轉而使用人民幣結算。3月，拉丁
美洲最大的經濟體巴西宣布將直接用人民幣—雷亞爾結算中巴
之間的貿易和金融交易；中國海洋石油與道達爾能源達成首單
以人民幣結算的進口液化天然氣（LNG）採購交易，標誌我
國在油氣貿易領域的跨境人民幣結算交易探索邁出實質性一
步。2月，伊拉克央行提出允許以人民幣直接結算該國對華貿
易，以此改善外匯儲備。

支付儲備計價職能均居前列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張明指出，從國際貨幣支付、
儲備和計價這三大職能看，目前人民幣是全球第五大支付貨
幣、第五大儲備貨幣，但從計價看，距離美元、歐元、日圓、
英鎊仍有很大差距。
對於下一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張明建議，要推動大宗商品
現貨、期貨交易的人民幣計價和結算，要在離岸和在岸市場加
大向外國機構投資者提供高質量人民幣計價金融產品的力度，
比如提供更多國債、金融債、東部省份的省級地方債等。另
外，在RCEP和「一帶一路」合作夥伴區域推廣人民幣支付清
算系統，把產業鏈重構、培育人民幣真實需求、推廣人民幣支
付清算系統三者融合，逐步降低對SWIFT系統的依賴。另外，
目前內地一些房地產企業在離岸市場債券違約，正在降低人民
幣資產的聲譽，應當盡快遏制住民營房企流動性危機。從更長
遠看，還要保持中國經濟長期可持續、較高速增長，進一步增
加人民幣金融市場的廣度、深度和流動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北京報道

◆今年以來，不少國家同中國人民銀行簽訂了建立人民幣離岸清算銀行、
貨幣互換和使用當地貨幣結算的協議。圖為一兌換店外。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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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降首套房貸利率下限
香港文匯報訊 內地一線城市樓市再現鬆動。

據深圳新聞網、深圳衛視、上海證券報等內地
媒體消息引述深圳市住房建設局、人民銀行深
圳市分行、金融監管總局深圳監管局消息，深
圳自今(29日)起調整優化個人住房貸款利率下
限，首套住房商業性個人住房貸款利率下限調
整為不低於相應期限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
減10個基點，二套住房商業性個人住房貸款利
率下限調整為不低於相應期限貸款市場報價利
率（LPR）加30個基點。此次調整有利於降低
居民家庭購房成本，更好滿足剛性和改善性住
房需求。
此前，深圳首套房貸執行利率下限水平為

LPR + 30基點，二套房下限為LPR + 60基點。
調整後，與廣州看齊。據南方都市報報道，今
年9月初，廣州首套房利率下限突破LPR，首套
房貸最低首付比例為不低於30%，利率下限為
LPR減10基點；廣州二套房貸最低首付比例為
不低於40%，利率下限為LPR + 30基點。

◆許家印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中國恒大
（3333）昨晚發公告，稱接到有關部門通
知，公司執行董事及董事會主席許家印因涉
嫌違法犯罪已被依法採取強制措施，公司股
份會繼續暫停買賣，直至另行通知。
外電27日報道指許家印被依法採取強制措

施，恒大系三間上市公司，中國恒大、恒大
物業（6666）及恒大汽車（0708）昨日停
牌。而早前亦傳出已有多位高級管理層包括
恒大前首席執行官夏海鈞、首席財務官潘大
榮、前總行總裁柯鵬、恒大財富總經理杜
亮、恒大人壽前董事長朱家麟等已被控制或
帶走。

恒大地產重大訴訟近2000宗
另外，中國恒大披露其主要附屬公司恒大

地產截至2023年8月末所涉及重大訴訟及未

能清償到期債務等事項的最新情況：重大訴
訟方面，恒大地產標的金額3,000萬元(人民
幣，下同)以上未決訴訟案件數量共計1,946
件，標的金額總額累計約4,492.98億元；涉
及未能清償的到期債務累計約2,785.32億
元；截至2023年8月末，恒大地產逾期商票
累計約2,067.77億元。
房地產項目資產處置方面，截至今年8月

末，恒大地產通過股權轉讓、土地及在建工
程轉讓、信託、代持等方式，已完成過戶的
房地產項目共計73個；8月期間，恒大地產
新增163條被執行信息，新增被執行金額合
計約91.28億元，其間恒大地產作為被執行
人被凍結的子公司及參股公司股權新增68
筆。
恒大原訂本周舉行境外債權人會議，惟上

周五（22日）臨時被叫停，公司周日（24

日）發公告稱，恒大地產因被立案調查，無
法滿足新票據的發行資格，導致其境外重組
計劃阻礙重重，並於日前宣布未能如期兌付
債券本息。日前外電報道指，若恒大無法在
10月30日前提交新的債務重組計劃，公司
主要境外債權人團體計劃加入清盤計劃。

恒大確認許家印被依法採取強制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