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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时隔 13 年首发美元主权债 
10 月 26 日，财政部在香港发行 20 亿美元主权债券，

包括 5 年期 10 亿美元，10 年期 10 亿美元。此次发行共获

得约 220 亿美元认购，为计划发行金额 20 亿美元的十倍。

这表明全球投资者对中国的金融稳健情况抱有信心。 

 

 

☆二季度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规模增至 993.6

亿美元 
IMF 公布的 2017 年第二季度的“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

成”（COFER）季度数据显示，各国持有的外汇储备中人民

币储备持续增加，规模约合 993.6 亿美元，较 2016 年底上

涨 9.5%，占已知币种总额的 1.07%，与上个季度基本持平。 

 

 

☆ 中国央行发布 2017 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 
中国人民银行 10 月 17 日发布《2017 年人民币国际化

报告》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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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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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投资货币功

能将不断深化，储备货币功能将逐渐显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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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韩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韩国央行 13 日宣布，中韩决定续签货币互换协议，合

同条件不变，期限为 3 年，规模为 560 亿美元。此前，由

于首尔方面不顾北京的反对，部署了“末段高空区域防御

系统”(“萨德”系统)，引起两国关系紧张，这个持续已 8

年的协议能否续签存在疑问。 

 

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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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中国将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

币政策 

10 月 12 至 13 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出

席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

行行长会议时表示，多项指标显示近期中国经济增

长稳中向好。中国将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

健的货币政策，并不断综合施策，补短板、去杠杆、

警惕并防控影子银行、房地产市场泡沫等风险。 

 

·周小川：中国将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 

10 月 13-14 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美

国华盛顿出席第 36 届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

（IMFC）会议时指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动能

明显增强，多项经济指标好于预期。物价水平基本

保持稳定，外汇市场运行平稳，跨境资本流动趋于

平衡。经济增长的结构和质量继续改善。中方将进

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积极利用金融科技发展

成果并关注其可能带来的挑战。 

 

 

 

 

 

·周小川：下半年中国 GDP 增速有望实现 7% 

2017 年 10 月 15 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华

盛顿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年会期间，在

G30 国际银行业研讨会上就中国经济前景发表演讲

时表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动能有所回升，上

半年 GDP 增速达 6.9%，下半年有望实现 7%。整体

杠杆率开始出现下降。虽然幅度不大，但趋势已经

形成。中国需要将杠杆率降下来。 

 

·周小川在党的十九大中央金融系统代表团开放日

上回答记者提问 

10 月 19 日上午，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党的

十九大中央金融系统代表团开放日上回答了记者提

问。他表示，汇率的浮动更加依靠于市场供求关系

来决定，以及人民币更多地成为可自由使用货币，

是一个长期的进程。尽管过去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

步，但是这个过程还没有走完，所以今后还会继续

向前推进。至于时机，当前也不是什么特别的时机，

但是总的来讲，在 7 月份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

上，总书记和总理的讲话都强调要进一步扩大金融

开放，有这个信号。昨天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又

对开放、引进竞争机制作了强调，所以在这样的环

境下，无疑会进一步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周小川：“三驾马车”驱动经济对外开放 时间窗

口很重要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日前接受《财经》杂

志专访时指出，在对外开放进程中，驱动因素有很

多，从经济领域的对外开放来看，“三驾马车”值得

关注。对外开放、汇率制度改革、减少外汇管制要

整体推进，整个大方向是要往前。有些改革遇到了

合适的时间窗口就可以加速推进，有些改革没有时

间窗口就可能稍微缓一些。 

 

·央行：“银行同业负债占比上限调整”不属实 

针对有传言称“银行同业负债的占比上限要从

三分之一调整到 25%”，中国人民银行 10 月 25 日表

示，此消息不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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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国际司朱隽：进一步扩大中国金融业对外开

放 

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司长朱隽撰文指出，短期

内，应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制度，放宽

境外金融机构准入限制，在持股比例、设立形式、

股东资质、业务范围、牌照数量等方面实现中外资

平等对待。中长期，应注重市场培育和产品创新，

大力改善营商环境和制度环境，允许境外企业和金

融机构发债时直接使用或同时使用国际财务报告准

则，尽快明确对境外机构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的税

收政策细则，提高法律和政策制定的透明度。进一

步扩大境内外资本市场互联互通。稳步推进人民币

国际化，提高人民币可自由使用程度，有序实现人

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中资机构“走出去”要加强

合规管理，遵守国际规则，优化境外布局。 

 

·中国时隔 13 年首发美元主权债 全球投资者认购

踊跃 

 

10 月 26 日，财政部在香港发行 20 亿美元主权

债券，包括 5 年期 10 亿美元，10 年期 10 亿美元。

此次发行共获得约 220 亿美元认购，为计划发行金

额 20 亿美元的十倍。这表明全球投资者对中国的金

融稳健情况抱有信心。财政部有关负责人称，近年

来，中国经济稳中向好态势不断巩固，经济增长格

局发生重大变化。一些国际评级机构基于西方发达

国家经验和惯性思维开展主权信用评级，对中国经

济的发展路径、增长模式、体制特点的认识存在局

限性，对中国经济良好基本面和发展潜力存在误读。 

 

 

 

 

 

 

·中国央行发布 2017 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 

中国人民银行 10 月 17 日发布《2017 年人民币国际

化报告》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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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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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

投资货币功能将不断深化，储备货币功能将逐渐显

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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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开行将向全球不定期发行“债券通”国开债 

近日，国开行进一步明确“债券通”国开债发

行机制，今后将面向全球投资人不定期发行“债券

通”国开债，并公布跨境协调人机构名单。国开行

资金局负责人表示，“债券通”上线后，境内外市场

基础设施已经实现互联互通，今后将在发行机制、

托管模式、交易习惯和结算方式等方面，持续推动

进一步开放和与国际接轨，不断推出符合境外投资

人的债券品种，满足全球投资人的认购需求。 

 

 

 

·我国外汇市场正式建立人民币对外币同步交收机

制 

10 月 9 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中国外汇交

易中心依托大额支付系统推出人民币对卢布交易同

步交收业务，这标志着我国外汇市场正式建立人民

币对外币同步交收机制，外汇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取

得了新进展。 

 

·中国首次实现人民币与越南盾现钞点对点跨境双

向调运 

经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海关总署批准，并由

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同意，农行东兴市支行已获准开

办人民币/越南盾现钞跨境双向、点对点调运业务。

10 月 12 日，50 亿元越南盾现钞抵达广西东兴口岸，

首次实现了中越两国银行点对点完成双币现钞跨境

双向调运。这标志着中越货币现钞实现直接跨境互

换，沿边金融综合改革取得又一硕果。人民币和越

南盾现钞跨境双向、点对点调运业务顺利实施，实

现中越货币现钞直接跨境互换，打通境内境外，让

中越两国人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人民币与越南

的货币互换，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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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就 2017 年前三季度外

汇收支形势答记者问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 10 月 19 日就 2017

年前三季度外汇收支形势答记者问时指出，将继续

引导市场主体正确认识汇率风险，健全汇率风险管

理。企业应该适应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的常态，通

过套期保值将双向波动的不确定性变成确定性。美

联储加息以及缩表不会根本动摇我国跨境资金流动

总体趋稳的格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一步完善、

市场主体对外投融资行为更趋理性。 

 

·美国财政部再次认定中国未操纵汇率 

美国财政部 10 月 17 日公布半年度汇率政策报

告，认为中国没有操纵汇率以获取不公平贸易优势。

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美国财政部第二次作

出上述认定。报告称，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没有

国家或地区被贴上汇率操纵国的标签。但仍将中国

等国家列于汇率政策“监测名单”上。美国财政部

说，中国近期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加强资本管制，

以及更审慎设定每日人民币中间价，阻止了人民币

汇率的“无序”贬值，从而避免给两国和全球经济

带来负面影响。 

 

·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系统间接参与者已覆盖六大

洲 

“2017 人民币跨境支付业务拓展推介活动”在

新疆伊宁举行。在 CIPS 运营机构与直接参与者的共

同努力下，CIPS 间接参与者规模也正不断扩大。“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中已有40个国家和地区（包

括港澳台）的 237 个金融机构成为 CIPS 间接参与者，

CIPS 实际业务实际覆盖“一带一路”沿线 53 个国家

和地区的 900 多个法人金融机构。 

 

·债券通”境外机构已达 184 家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

示，“债券通”启动以来，境外机构投资热情持续升

温。截至 2017 年 10 月 9 日， “债券通”境外机构

已达 184 家。 

 

·商务部：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 扩大试验田作用 

就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情况，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高峰 10 月 26 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正会同

相关省市和部门，在高标准高水平建设自贸试验区

的基础上，围绕建立自由贸易港区积极开展工作。 

·上海自由贸易港初步方案已成形并上报 

上海相关部门已形成了探索自由贸易港区建设

的初步方案，并已上报。上海自由贸易港区将根据

国家授权实行集约管理体制，在口岸风险有效防控

的前提下，依托信息化监管手段，取消或最大程度

简化入区货物的贸易管制措施，最大程度简化一线

申报手续。探索实施符合国际通行做法的金融、外

汇、投资和出入境管理制度，建立和完善风险防控

体系。 

 

·上海出台“一带一路”行动方案 60 项举措打造

桥头堡 

10 月 11 日，上海市政府发布《上海服务国家“一

带一路”建设发挥桥头堡作用行动方案》，提出了 60

项具体行动举措。方案提出，把上海建设成为“一

带一路”投融资中心和全球人民币金融服务中心。

围绕企业普遍关心的跨境资金汇兑问题，方案提出，

要加快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二期建设，

打造人民币跨境支付和清算中心；进一步拓展上海

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账户功能。 

 

·成都将建成“南丝绸之路”跨境人民币结算中心 

《关于金融支持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

成都片区建设的实施意见》包括，将对自贸区企业

的人民币结算账户办理服务进一步优化，对自贸区

内符合条件的个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不设金额限

制，以及将成都建成“南丝绸之路”跨境人民币结

算中心等政策。 

 

·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挂

牌人民币计价产品 

上海黄金交易所相关人士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

表示，上金所将加快交易业务和交易产品的创新，

满足国际投资者的交易需求。研究可兑换外币充抵

交易保证金业务方案，进一步降低国际会员的资金

成本。推动沿线市场挂牌以人民币计价的上金所合

约和产品，研究黄金 ETF 合作模式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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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交所将持续探索粤港澳大湾区资本市场跨境合

作 

深交所将迎来 27 岁生日。在新的发展阶段，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国家发展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

抓手，大湾区将在区域发展、创新驱动和对外开放

领域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此背景下，深交所将

持续探索粤港澳大湾区资本市场跨境合作，研究如

何有效利用香港离岸人民币中心地位及珠三角地区

创新经济发展优势，实现粤港澳金融竞合有序、协

同发展，也将持续探索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发展

的新思路，为“一带一路”建设、资本市场双向开

放提供支持。 

 

·截至 9 月底青岛全口径跨境人民币融资金额 10.3

亿元 

自2014年青岛首次提出建立全球离岸金融中心

的设想，仅仅三年多的时间，截至 9 月底，人民银

行青岛中心支行共办理全口径跨境人民币融资业务

8 笔，金额达 10.3 亿元，自 2014 年青岛首次提出建

立全球离岸金融中心的设想，仅仅三年多的时间，

截至 9 月底，人民银行青岛中心支行共办理全口径

跨境人民币融资业务 8 笔，金额达 10.3 亿元，惠及

7 家中、外资企业。 

 

·响应“一带一路”倡议 上海清算所与俄探索合作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清算所）

与俄罗斯莫斯科交易所集团 10 月 26 日在莫斯科联

合举办“一带一路”建设的投融资暨中俄金融基础

设施建设国际研讨会。来自中俄两国政府部门、监

管机构、市场机构、相关企业的共 120 余位专家围

绕“中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现状、经验成果及合

作前景”“‘一带一路’背景下，中俄大宗商品领域

跨境贸易、投融资及衍生品应用的机遇与挑战”以

及“俄罗斯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行人民币债

券的现状及前景”等专题，进行了富有成果的讨论。 

 

·上交所发布《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愿景和行动

计划》 

上海证券交易所 10 月 27 日发布《服务“一带

一路”建设愿景和行动计划(2018-2020)》，其总体目

标的核心内容是推动“一带一路”沿线资本市场合

作。同时，进一步推动境内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推

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前三季度云南省跨境人民币结算量同比下降

25.54% 

前三季度，全省跨境人民币结算量达 393.78 亿

元，同比下降 25.54%，结算量在全国排名继续保持

第 14 位，较上年同期提升 4 位，在全国边境 8 省中

位居第 3 位。 

 

·重庆：36 条举措支持中国(重庆)自贸区资金跨境

流动 

人民银行重庆营管部近日携手重庆外管局发布

《关于金融支持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

指导意见》，支持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以

及支持重庆建设“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互联互

通重要枢纽、西部开发开放战略重要支点。意见共

涵盖 8 方面、36 条举措，包括简化跨境收支管理，

提高跨境结算效率；创新跨境结算管理方式，支持

新兴业态发展；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降低汇率风

险和汇兑成本等。 

 

·伦敦资管机构：持有人民币的收益会进一步提高 

Stratton Street 合伙人兼首席投资官 Andy 

Seaman 认为，从收入可调节购买力来看，人民币一

直被低估，随着美联储政策逐渐收紧，美元应该继

续走强。不过考虑到积极因素（人民币利率高于美

元利率），持有人民币的收益依然会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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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季度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规模增至 993.6 亿

美元 

 

IMF 公布的 2017 年第二季度的“官方外汇储备

货币构成”（COFER）季度数据显示，各国持有的外

汇储备中人民币储备持续增加，规模约合 993.6 亿

美元，较 2016 年底上涨 9.5%，占已知币种总额的

1.07%，与上个季度基本持平。 

 

·韩国央行：中韩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韩国央行 10 月 13 日宣布，中韩决定续签货币

互换协议，合同条件不变，期限为 3 年，规模为 560

亿美元。此前，由于首尔方面不顾北京的反对，部

署了“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萨德”系统)，引

起两国关系紧张，这个持续已 8 年的协议能否续签

存在疑问。 

 

·9 月人民币全球支付市场占比下降至 1.85% 排名

下滑至第六 

2017 年 9 月人民币在国际支付市场的占比环比

继续下降 0.09 个百分点至 1.85%，为连续第二个月

下降。当月人民币在全球支付货币的排名下滑至第

六位。报告称，尽管 2014 年 11 月多伦多已经有了

人民币清算中心，且此后人民币在加拿大的使用增

长了 67%，但人民币在此区域的使用较全球其它地

区仍然较低。 

 

 

 

 

 

 

 

 

 

·IMF 亚太部主任李昌镛：人民币国际使用增加是

必然趋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亚太部主任李昌镛 10

月 13日出席 IMF亚太地区经济展望新闻发布会后表

示，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时间，并

不能以每个季度的数据来评估人民币的国际使用情

况。鉴于中国贸易和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

性，他认为人民币国际使用增加是必然趋势。 

 

·9 月香港人民币存款环比增加 0.50%至 5355 亿元 

截至 2017 年 9 月末，香港人民币存款环比增加

0.50%，至 5354.68 亿元。 

 

·9 月台湾人民币存款环比增加 0.88% 连续五个月

回升 

 

截至 2017 年 9 月末，台湾银行业人民币存款规

模(含可转让定期存单)累计为 3128.20 亿元，较 8 月

末的 3100.84 亿元增加 27.36 亿元，环比增加 0.88%，

为连续第五个月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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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专家表示“入篮”已增加人民币的国际使用 

中国埃及商会主席迪亚·菲基日前表示，人民

币正在成为埃及第二大常用货币。菲基说，受相关

政治压力影响，一些国家不喜欢使用美元或欧元进

行交易，而中国秉持不干涉主权国家内部事务的原

则，这使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使用越来越广泛。 

 

·建行伦敦分行人民币清算业务突破 19 万亿元 

自 2014 年 6月建行被中国人民银行指定为在英

人民币清算行以来，伦敦人民币清算业务增长迅猛，

截至今年 10 月 13 日，已突破 19 万亿元。该行人民

币清算业务总量突破 19 万亿元，总清算笔数超过 28

万笔，参加清算的银行数量达近 70 家，业务直通率

超过 95%，继续保持亚洲地区以外最大人民币清算

行地位。 

 

·人民币在柬埔寨流通有助于吸引中国游客 

第二届柬埔寨旅游业拓展中国客源市场暨致力

服务中国游客战略研讨会 10 月 31 日在柬埔寨首都

金边举行。中国银行有关负责人在会上表示，人民

币在柬埔寨流通将为柬带来更多中国游客。人民币

在柬埔寨旅游市场使用越来越普遍，中国游客已经

能在不少商店和餐厅使用人民币和银联卡结账，部

分商家甚至在商品标签上增添了人民币价格。 

 

·柬埔寨鼓励使用人民币促进柬中贸易投资 

人民币与瑞尔(柬埔寨货币)跨境贸易与投资论

坛 24 日在金边举行。柬埔寨国家银行副行长妮占塔

娜表示，柬政府鼓励使用人民币以促进柬中两国之

间的贸易和投资。妮占塔娜说，柬埔寨已有 17 家银

行提供人民币清算业务，4 家银行提供人民币存款服

务，中国游客在柬也可使用人民币消费。“允许使用

人民币给柬埔寨带来很多优势，吸引更多中国投资

者和游客。” 

 

·俄媒：俄罗斯助推人民币终结石油美元 沙特或加

入 

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 10 月 28 日报道，如

果石油人民币要成功也需要其他重要的产油国的支

持。虽然伊朗、印度尼西亚和委内瑞拉表达了对这

一项目的兴趣，但关键是要吸引阿拉伯国家用人民

币交易。而这实际意味着与沙特阿拉伯的合作是重

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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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境外人民币期货交易量大幅增加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外汇事业部报告显示，9 月境外人民币外汇期货成交 396869 手，环比增加 42%，

月末总持仓 47051 手，环比减少 13%，交易金额 378 亿美元，环比增加 49%。 

截止 2017 年 9 月底，共有 11 家交易所的人民币期货仍在交易，其中新交所、港交所、台期所三家交易

所成交量占全市场的 99.14%，成交金额占全市场的 99.05%。9 月境外人民币期货中，新交所成交量最大。 

 

表 1 2017 年 9 月主要交易所人民币期货成交量、持仓量 

 

成交量 同比 环比 

交易金额/

亿美元 持仓量 同比 环比 日均持仓 

台期所 28478  -55% -23% 11.74  4866  31% -22% 5822  

港交所 85099  148% 47% 84.11  23068  -32% -4% 23195  

新交所 279883  605% 54% 279.02  17984  34% -20% 21417  

CME 2828  62% 97% 2.85  991  -62% -11% 1189  

其他 579  -34% 98% 0.07  142.00  12% -47% 0  

 

 

1 至 9 月境外人民币期货共成交 212 万手，同比增长 81%，持仓量 56 万手，同比增长 28%。新交所、

港交所、台期所 9 月的主力合约走势基本符合利率平价，9 月底价格分别为 6.7011、6.7018 和 6.6732。 

 

图 境外各个交易所人民币期货持仓量                 图 主要交易所今年交易量同比 

 

 

 

 

图 成交量占比                        图 成交金额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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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末境外机构持有人民币债券规模突破 1 万亿

元 

 

截至 2017 年 9 月末，境外机构在中国银行间债

券市场债券托管余额突破 1 万亿元，创下 10610.53

亿元的历史新高，单月增持规模创纪录达 960.96 亿

元。这是境外机构连续第七个月增持人民币债券。 

 

·9 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环比增加 4.02% 

 

前三季度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发生 3.23 万

亿元。以此计算，三季度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

发生 1.07 万亿元，其中 9 月规模为 3726 亿元，环比

增长 4.02%，为连续第二个月增长。 

 

·前三季度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780.3 亿美元 同比下

降 41.9% 

前三季度，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 154 个国

家和地区的 5159 家境外企业新增非金融类直接投

资，累计实现投资 780.3 亿美元，同比下降 41.9%，

非理性对外投资得到进一步有效遏制。 

 

 

 

 

·8 月中国连续七个月增持美债 保持美国第一大债

权国 

截至 2017 年 8 月末中国持有美国国债规模增至

1.2 万亿美元，创下一年以来最高水平，单月增持规

模 345 亿美元，为连续第七个月增持美债。中国连

续三个月保持美国第一大债权国。 

 

·9 月银行结售汇 27 个月以来首现顺差 

 

2017 年 9 月，银行结售汇顺差 19 亿元人民币

（等值 3 亿美元），2016 年 6 月以来首次重返顺差，

结束此前连续 26 个月逆差趋势。当月银行代客结售

汇顺差 218 亿元人民币；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逆差

115 亿元人民币（等值 17 亿美元），为连续七个月出

现逆差。 

 

·9 月央行口径外汇占款 23 个月以来首次上升 

 

截至 9 月末，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国外资产项

下的外汇资产余额为 215106.85 亿元，较上月末的

215098.35 亿元增加 8.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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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人民币实际与名义有效汇率均大幅上涨超 1% 

9月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环比上涨1.35%

至 121.19，创 22 个月以来最大单月涨幅，并为连

续第四个月上涨，8 月修正后为上涨 0.52%。 

 

·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总量突

破 4 万亿元 

截至今年三季度末，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

人民币金融资产总量持续增加，并突破 4万元达4.24

万亿元，相比二季度增加 2809.59 亿元，环比增幅

7.1%。 

 

 

•前三季度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同比

增长 15%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 11 月 2 日表示，今年以来，

“一带一路”经贸合作取得明显成效，前三季度中

国与沿线国家贸易额达 7859亿美元，同比增长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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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市场操作一览：9 月公开市场共有 14200 亿元资金到期，央行累计开展 13900 亿元逆回购操作，

当月净回笼资金 300 亿元，为连续两个月净回笼，上月为净回笼 5200 亿元。 

 

单位：亿元 (9.4-9.10) (9.11-9.17) (9.18-9.24) (9.25-10.1) 

投放量 400 3700 6600 3200 

央票到期 
    

正回购到期 
    

逆回购发行 

(28D/14D/7D) 
（200/0/200） （500/1100/2100） （900/0/5700） （500/2000/0） 

回笼量 3700 1100 2100 6800 

央票发行 
    

正回购发行 
    

逆回购到期 

(28D/14D/7D) 
（0/1800/1900） （0/900/200） （0/0/2100） （0/1100/5700） 

周净投放 -3300 2600 4500 -3600 

 

 

★9 月其他货币政策工具一览表 

 

货币政策工具 
期末余额 

（亿元） 
规模（亿元） 期限 利率 

常备借贷便利（SLF） 636.83 

2.61 隔夜 3.30% 

313.14 7 天 3.45% 

372.7 1 个月 3.80% 

中期借贷便利（MLF） 43540 2980 1 年 3.20% 

抵押补充贷款（PSL） 25365 324（净增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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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序号 国家/地区央行及货币当局 签署时间 流动性支持规模 

1 瑞士国家银行 2017 年 7 月 27 日 1500 亿元人民币/210 亿瑞士法郎 

2 阿根廷中央银行 2017 年 7 月 18 日 700 亿元人民币/1750 亿阿根廷比索 

3 蒙古银行 2017 年 7 月 6 日 150 亿元人民币/5.4 万亿蒙古图格里克 

4 新西兰储备银行 2017 年 5 月 19 日 250 亿元人民币/50 亿新西兰元 

5 冰岛中央银行 2016 年 12 月 21 日 35 亿元人民币/660 亿冰岛克朗 

6 埃及中央银行 2016 年 12 月 6 日 180 亿元人民币/470 亿埃及镑 

7 欧洲中央银行 2016 年 9 月 27 日 3500 亿元人民币/450 亿欧元 

8 匈牙利中央银行 2016 年 9 月 12 日 100 亿元人民币/4160 亿匈牙利福林 

9 塞尔维亚国家银行 2016 年 6 月 17 日 15 亿元人民币/270 亿塞尔维亚第纳尔 

10 摩洛哥中央银行 2016 年 5 月 11 日 100 亿元人民币/150 亿摩洛哥迪拉姆 

11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2016 年 3 月 7 日 3000 亿元人民币 

12 阿联酋中央银行 2015 年 12 月 14 日 350 亿元人民币/200 亿阿联酋迪拉姆 

13 土耳其中央银行 2015 年 11 月 16 日 120 亿元人民币/50 亿土耳其里拉 

14 英格兰银行 2015 年 10 月 20 日 3500 亿元人民币/200 亿英镑 

15 塔吉克斯坦央行 2015 年 9 月 30 亿元人民币/30 亿索摩尼 

16 乌克兰国家银行 2015 年 5 月 15 日 150 亿元人民币/540 亿乌克兰格里夫纳 

17 智利中央银行 2015 年 5 月 25 日 220 亿元人民币/22000 亿智利比索 

18 白俄罗斯共和国国家银行 2015 年 5 月 10 日 70 亿元人民币/16 万亿白俄罗斯卢布 

19 马来西亚国民银行 2015 年 4 月 17 日 1800 亿元人民币/900 亿林吉特 

20 南非储备银行 2015 年 4 月 10 日 300 亿元人民币/540 亿南非兰特 

21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 2015 年 4 月 8 日 2000 亿元人民币/400 亿澳大利亚元 

22 亚美尼亚中央银行 2015 年 3 月 25 日 10 亿元人民币/770 亿亚美尼亚元 

23 苏里南中央银行 2015 年 3 月 18 日 10 亿元人民币/5.2 亿苏里南元 

24 巴基斯坦国家银行 2014 年 12 月 23 日 100 亿元人民币/1650 亿巴基斯坦卢比 

25 泰国银行 2014 年 12 月 22 日 700 亿元人民币/3700 亿泰铢 

26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家银行 2014 年 12 月 14 日 70 亿元人民币/2000 亿哈萨克坚戈 

27 香港金融管理局 2014 年 11 月 27 日 4000 亿元人民币/5050 亿港币 

28 加拿大中央银行 2014 年 11 月 8 日 2000 亿元人民币/300 亿加元 

29 卡塔尔中央银行 2014 年 11 月 3 日 350 亿元人民币/208 亿里亚尔 

30 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 2014 年 10 月 13 日 1500 亿元人民币/8150 亿卢布 

31 韩国银行 2014 年 10 月 11 日 3600 亿元人民币/64 万亿韩元 

32 斯里兰卡中央银行 2014 年 9 月 16 日 100 亿元人民币/2250 亿卢比 

33 印度尼西亚银行 2013 年 10 月 1 日 1000 亿元人民币/175 万亿印尼卢比 

34 阿尔巴尼亚银行 2013 年 9 月 12 日 20 亿元人民币/358 亿阿尔巴尼亚列克 

35 巴西中央银行 2013 年 3 月 26 日 1900 亿元人民币/600 亿巴西雷亚尔 

36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中央银行 2011 年 4 月 19 日 7 亿元人民币 

    截至 2017 年 11 月 13 日 22960 亿元 (不包括已失效未续签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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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FII 额度一览表：  

 

  国家或地区 授予额度（亿元） 批准额度(亿元) 批准机构数 获批时间 备注 

1 爱尔兰 500 
  

2016 年 12 月 21 日 
 

2 美国 2500 126 2 2016 年 6 月 8 日 
 

3 泰国 500 11 1 2015 年 12 月 17 日 
 

4 阿联酋 500 
  

2015 年 12 月 14 日 
 

5 马来西亚 500 6 1 2015 年 11 月 23 日 
 

6 匈牙利 500 
  

2015 年 6 月 27 日 
 

7 智利 500 
  

2015 年 5 月 25 日 
 

8 卢森堡 500 151.87 7 2015 年 4 月 29 日 
 

9 瑞士 500 70 1 2015 年 1 月 21 日 
 

10 澳大利亚 500 320.06 3 2014 年 11 月 17 日 
 

11 加拿大 500 86.53 3 2014 年 11 月 8 日 
 

12 卡塔尔 300 
  

2014 年 11 月 3 日 
 

13 德国 800 105.43 3 2014 年 7 月 7 日 
 

14 韩国 1200 757.87 36 2014 年 7 月 3 日 
初始额度 800 亿元 

2015 年 10 月 31 日调增 

15 法国 800 240 7 2014 年 3 月 28 日 
 

16 新加坡 1000 691.55 31 2013 年 10 月 22 日 
初始额度 500 亿元 

2015 年 11 月 17 日调增 

17 英国 800 389.94 17 2013 年 10 月 15 日 
 

18 中国香港 5000 2951.37 80 2011 年 12 月 16 日 
初始额度 2700 亿元 

2017 年 7 月 4 日调增 

 
累计 17400 5903.62 192 

  

★人民币业务清算行一览表： 

国家或地区清算行 机构 日期 

1 阿联酋 阿联酋人民币业务清算行 中国农业银行迪拜分行 2016-12-9 

2 俄罗斯 俄罗斯人民币业务清算行 中国工商银行（莫斯科）股份有限公司 2016-9-23 

3 美国 美国人民币业务清算行 中国银行纽约分行 2016-9-21 

4 瑞士 瑞士人民币业务清算行 中国建设银行苏黎世分行 2015-11-30 

5 赞比亚 赞比亚人民币业务清算行 赞比亚中国银行 2015-9-30 

6 阿根廷 阿根廷人民币业务清算行 中国工商银行（阿根廷）股份有限公司 2015-9-18 

7 南非 南非人民币业务清算行 中国银行约翰内斯堡分行 2015-7-7 

8 匈牙利 匈牙利人民币业务清算行 匈牙利中国银行 2015-6-28 

9 智利 智利人民币业务清算行 中国建设银行智利分行 2015-5-25 

10 泰国 曼谷人民币业务清算行 中国工商银行（泰国）有限公司 2015-1-6 

11 马来西亚 吉隆坡人民币业务清算行 中国银行（马来西亚）有限公司 2015-1-5 

12 澳大利亚 悉尼人民币业务清算行 中国银行悉尼分行 2014-11-18 

13 加拿大 多伦多人民币业务清算行 中国工商银行（加拿大）有限公司 2014-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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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卡塔尔 多哈人民币业务清算行 中国工商银行多哈分行 2014-11-4 

15 卢森堡 卢森堡人民币业务清算行 中国工商银行卢森堡分行 2014-9-16 

16 法国 巴黎人民币业务清算行 中国银行巴黎分行 2014-9-15 

17 韩国 首尔人民币业务清算行 交通银行首尔分行 2014-7-4 

18 德国 法兰克福人民币业务清算行 中国银行法兰克福分行 2014-6-19 

19 英国 伦敦人民币业务清算行 中国建设银行(伦敦)有限公司 2014-6-18 

20 新加坡 新加坡人民币业务清算行 中国工商银行新加坡分行 2013-2-8 

21 中国台湾 台湾人民币业务清算行 中国银行台北分行 2012-12-11 

22 中国澳门 澳门人民币业务清算行 中国银行澳门分行 2012-9-24 

23 中国香港 香港人民币业务清算行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2011-11-4 

 

 

★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直接交易币种一览表：  

 

 时间 币种 

1 2016 年 12 月 12 日 人民币对匈牙利福林 

2 2016 年 12 月 12 日 人民币对丹麦克朗 

3 2016 年 12 月 12 日 人民币对波兰兹罗提 

4 2016 年 12 月 12 日 人民币对墨西哥比索 

5 2016 年 12 月 12 日 人民币对瑞典克朗 

6 2016 年 12 月 12 日 人民币对挪威克朗 

7 2016 年 12 月 12 日 人民币对土耳其里拉 

8 2016 年 11 月 14 日 人民币对加拿大元 

9 2016 年 9 月 23 日 人民币对沙特里亚尔 

10 2016 年 9 月 23 日 人民币对阿联酋迪拉姆 

11 2016 年 6 月 24 日 人民币对韩元 

12 2016 年 6 月 20 日 人民币对南非兰特 

13 2015 年 11 月 10 日 人民币对瑞士法郎直接交易 

14 2014 年 10 月 28 日 人民币对新加坡元直接交易 

15 2014 年 9 月 29 日 人民币对欧元直接交易 

16 2014 年 6 月 18 日 人民币对英镑直接交易 

17 2014 年 3 月 18 日 人民币对新西兰元直接交易 

18 2013 年 4 月 9 日 人民币对澳大利亚元直接交易 

19 2012 年 5 月 29 日 人民币对日元直接交易 

20 2011 年 11 月 22 日 人民币对俄罗斯卢布直接交易 

21 2011 年 8 月 19 日 人民币对马来西亚林吉特直接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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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供应量 ★央行口径外汇占款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图表制作：中国金融信息网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图表制作：中国金融信息网 

★银行结售汇 ★国际收支 

  
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   图表制作：中国金融信息网 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   图表制作：中国金融信息网 

★社会融资规模增量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 

  

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   图表制作：中国金融信息网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图表制作：中国金融信息网 

★国家外汇储备 ★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图表制作：中国金融信息网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图表制作：中国金融信息网 



 
 

☆ 关于我们 

中国金融信息网作为国家级专业财经网站，率先于 2013 年 2 月推出全国唯一专注人民币

交易及人民币国际化报道的专业媒体平台，全程跟踪和记录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及里程碑，为实

现人民币的中国梦保驾护航。 

中国金融信息网人民币频道（rmb.xinhua08.com）致力于打造人民币政策权威发布、人民

币市场全面跟踪、人民币财富管理服务的专业媒体平台，为政府、企业、机构、专家、个人搭

建沟通交流桥梁，旨在传递信息、提示风险、引导舆论，促进人民币市场健康发展，提升人民

币国际地位和话语权，向世界发出中国金融声音。 

☆ 联系我们 

电话：010-88051563 18601375518 

邮箱：jiangnan@xinhua08.com.cn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 57号 

☆ 重要声明 

本报告由中国金融信息网编制。本报告基于合法取得的信息，但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

整性不作任何保证。报告中的内容和意见仅供参考，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

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 

本报告版权归中国金融信息网所有。本网保留所有权利。转载和引用本报告内容务必注明

来源并确保内容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