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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方亮出金融市场准入开放路线图 
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 11 月 10 日在新闻发布会上

向境内外媒体进一步介绍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在经济领域达

成共识的具体内容时透露，两国在金融业市场准入方面达

成重要共识，我国将大幅度放宽外资进入金融业的投资比

例限制。 

 

 

☆央行与香港金管局续签双边本币互换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香港金融管理局续签了双边本

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 4000 亿元人民币/4700 亿港币，

协议有效期三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双方认为，货币

互换协议的续签有利于维护两地和区域金融稳定，便利两

地贸易和投资，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 

 

 

☆财政部在香港顺利发行 70 亿元人民币国债 
财政部 11 月 30 日在香港顺利发行 70 亿元人民币国

债。其中，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 65 亿元，包括 2 年期

40 亿元、5 年期 20 亿元、10 年期 5 亿元，中标利率分别

为 3.90%、4.10%、4.15%；面向有关国外中央银行和地区

货币管理当局发行 5 亿元，包括 2 年期 3 亿元、5 年期 2

亿元。 

 

 

☆10 月人民币全球支付市场占比创三年半新低

排名下滑至第七 
10 月人民币在国际支付市场的占比环比下降 0.39 个

百分点至 1.46%，创 2014 年 4 月以来最低，并为连续第三

个月下降。当月人民币在全球支付货币的排名下滑至第七

位，而去年同期为第六位。 

 

 

 

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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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 』================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

局”“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11

月，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不断推进。 

 

继外交部宣布中国将大幅放宽金融业，包括银

行业、证券基金业和保险业市场准入后，11 月 10

日，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在向媒体介绍中美两国元

首北京会晤经济领域合作成果时表示，两国在金融

业市场准入方面达成重要共识，我国将大幅放宽外

资进入金融业的投资比例限制。首次向世界公布了

金融业扩大对外开放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这些举措包括中方决定将单个或多个外国投资

者直接或间接投资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

公司的投资比例限制放宽至 51%，上述措施实施 3

年后，投资比例不受限制；中方将取消对中资银行

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单一持股不超过 20%、

合计持股不超过 25%的持股比例限制，实施内外一

致的银行业股权投资比例规则；此外，中方 3 年后

将单个或多个外国投资者投资设立经营人身保险业

务的保险公司的投资比例放宽至 51%，5 年后投资比

例不受限制。 

 

除了外资准入的开放，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也

正在进入全新的格局，金融市场的开放正在全方位

推进。此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曾表示，中国

将进一步朝着金融开放的方向发展，包括“沪港通”、

“深港通”、“债券通”等市场连通方面，机构合作方面

以及金融市场准入都会进一步对外开放。 

 

11 月债券通方面也有新的进展，从 2017 年 11

月 20 日起，明讯银行的客户将能够通过香港便捷、

无配额地接入 CIBM，参与中国债券市场的交易。 

 

11 月 9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境外商业类机构

投资者进入中国银行间债市业务流程，各类境外机

构投资者现阶段在银行间债券市场除可开展现券交

易外，还可基于套期保值需求开展债券借贷、债券

远期、远期利率协议及利率互换等交易；境外人民

币业务清算行和参加行还可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开展

债券回购交易。 

 

同日，三家外资机构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完成登记，成为外商独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

人。目前已有富达、瑞银、富敦、英仕曼、惠理、

景顺和路博迈7家外资私募基金管理机构完成登记。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 10 月末，境外机

构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托管余额突破 1.1 万

亿元，创下 11056.58 亿元的历史新高，单月增持规

模为 446.05 亿元，较 9 月 960.96 亿元的单月增持纪

录收窄 53.6%。这是境外机构连续第八个月增持人民

币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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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 』================ 

 

11 月 27 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香港金融管理局

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 4000 亿元人

民币/4700 亿港币，协议有效期三年，经双方同意可

以展期。这是双方自 2009 年 1 月 20 日首次签署货

币互换协议以来第三次续签。 

 

2017 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先后与新西兰

储备银行、蒙古银行、阿根廷央行、瑞士央行以及

香港金管局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累计规模

6600 亿元。 

 

自 2008 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已先后与 36 个

国家或地区的货币当局签署货币互换协议，总额度

为 22960 亿元(不含已失效未续签)。 

 

值得注意的是，在 2014 年到 2015 年的两年时

间里，我国先后与 25 个国家或地区签署或续签了货

币互换协议，累计规模 23580 亿元人民币，有效期

均为三年，这意味着 2017 年到 2018 年迎来货币互

换协议到期的高峰期。 

 

其中，2017 年货币互换协议累计到期规模为

15020 亿元，而今年以来累计续签规模仅为 6600 亿

元。12 月，中国人民银行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家

银行、泰国银行和巴基斯坦国家银行的货币互换协

议将到期。2018 年还将有 8560 亿元货币互换协议

到期。 

 

11 月 30 日，财政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顺利发

行 70 亿元人民币国债。其中，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

发行 65 亿元，包括 2 年期 40 亿元、5 年期 20 亿元、

10 年期 5 亿元，中标利率分别为 3.90%、4.10%、4.15%；

面向有关国外中央银行和地区货币管理当局发行 5

亿元，包括 2 年期 3 亿元、5 年期 2 亿元，发行利

率为同期限国债中标利率。 

 

经国务院批准，2017 年财政部在香港发行 140

亿元人民币国债。其中，6 月 22 日财政部已在香港

发行 70 亿元人民币国债。五年期 20 亿元人民币国

债，中标利率为 4.1%，创 2009 年人民币国债在港首

发以来新高；三年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 50 亿元，

中标利率为 3.99%，也高于去年 12 月创下的纪录高

位 3.4%。 

 

自 2011 年之后，在港发行人民币国债已成为一

项长期的制度安排。2009 年至 2016 年，财政部在

香港累计发行人民币国债共计 1640 亿元。其中，

2014 年-2016 年，每年在港发行人民币国债规模均

为 280 亿元。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外汇事业部报告显示，

2017 年 10 月境外人民币外汇期货成交 300381 手，

环比减少 24%，月末总持仓 52801 手，环比增加 12%，

交易金额 280 亿美元，环比减少 26%。截止 2017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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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83%，成交金额占全市场的 99.77%。10

月境外人民币期货中，新交所成交量最大。期权方

面，台期所美元兑人民币、小型美元兑人民币期权

共成交 16712 手，环比减少 6% 。港交所人民币期

权成交 692 手，环比减少 75%，持仓 3576 手，环比

增加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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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视野看中国资产 』================ 

 

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稳中求进，取

得很多积极进展，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的

渠道日益完善。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开放获得国际投

资者的积极认可。考虑到中国金融业开放有望吸引

长期投资进入中国，同时中国金融市场潜力巨大。

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也与打造多层次的金融市场、

提高直接融资比率的中期目标相辅相成。更加国际

化的金融市场也有助于促进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增

长，以及辅助中国资本账户的逐步有序开放。从本

期开始，人民币国际化月刊开设“全球视野看中国

资产”栏目，持续追踪境外机构持有人民币资产情

况，关注境外资金对中国资本市场、跨境资本流动

和人民币汇率的影响。 

 

招商证券宏观研究团队研究显示，根据央行的

统计，截至 2017 年 9 月末，境外机构和个人增持国

内股票的规模为 3718 亿元。一方面，考虑相比 2016

年末沪、深股通股票总市值涨幅为 11.4%，如果扣除

掉存量股票资产增值的影响，境外资金实际净流入

规模应为 2678 亿元；另一方面，陆股通 10 月和 11

月两个月累计净买入额新增 245 亿元。综合考虑两

个方面的因素，保守估计前 11 个月海外资金净流入

A 股金额为 2923 亿元。由此可见，2017 年前 11 个

月，A 股市场最大的一个增量资金是海外资金，除

此之外，国内资金净减持了 2927 亿元的股票。 

 

根据中债登与上清所最新公布的 2017 年 11 月

份债券托管数据，境外机构 11 月份增持人民币债券

15.94 亿元，增持幅度大幅下降。其中主要增持了国

债 144.17 亿元，增持力度减弱，大幅减持同业存单

157.4 亿元，成为本月增持规模下降的最大拖累。国

债市场中境外占比再创 4.76%的新高，债券市场整体

中境外占比小幅回落至 1.66%。 

 

境外机构对同业存单的“顺周期”购买行为将

在人民币汇率重回区间波动状态之后逐渐消退，包

括境外机构在内的市场参与者都正在逐步适应汇率

的这一新状态。 

 

在此前债券市场大幅调整之后，国债等利率债

的配置价值得到商业银行、保险等配置型机构的认

可，准入范围仍受一定限制的境外机构也主要为配

置需求，配置型机构的增持是长端利率未进一步大

幅上涨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债券市场开放政策方面传来新消息，中英政府

拟成立工作小组启动两国债券通的可行性研究，制

度因素仍是债市开放初期的核心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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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币国际化要闻精选 』=============== 

 

·丝路基金与通用电气成立能源基础设施联合投资

平台 

11 月 10 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消息称，丝

路基金与通用电气(GE)(GE.N)成立能源基础设施联

合投资平台，共同投资包括“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

的电力电网、新能源、油气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 

 

·中国银行发行首笔 CBI 贴标认证人民币绿债 

11 月 15 日，中国银行成功完成境外约 15 亿等

值美元气候债券发行定价。本次债券由中国银行巴

黎分行发行，包括固定和浮动两个利率品种，覆盖

美元、欧元和人民币等 3 个币种，期限 3 年和 5 年，

将在巴黎泛欧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本次债券中的

人民币品种是 CBI 贴标认证的首笔人民币绿债，展

现了中国银行人民币国际化业务的领先地位，推动

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深入发展。 

 

·央行发布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11 月 17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第三季度货币

政策执行报告指出，总体看，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

取得了较好效果。下一阶段，要紧紧围绕服务实体

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实

施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并加强货币政策与其他

相关政策协调配合，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中性适度的货

币金融环境。要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

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进一步

完善调控模式，综合运用价、量工具加强预调微调，

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基本稳定，疏通政策传导渠道

和机制，推进建设普惠金融体系。 

 

·陕西跨境人民币结算突破 2000 亿元 

11 月 18 日，截至 2017 年 9 月末，陕西跨境人

民币结算突破2000亿元大关，结算金额已达2020.14

亿元，省内外 2563 家企业、31 家商业银行的 223

个分支机构办理了跨境人民币业务，涉及 1513 家境

外参加银行，交易辐射至 108 个国家和地区。 

·加拿大 BC 省连续两年在华发行熊猫债 

11 月 22 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发行 2017

年度第一期人民币债券（熊猫债），规模 10 亿元，

期限为三年期，发行利率为 4.8%。债券募集资金将

用于投资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这是该省继 2016 年

1 月后再次发行熊猫债。该笔熊猫债适用于“债券通”，

境外投资者认购了此次债券发行金额的 30%。 

 

·新疆霍尔果斯新丝路(跨境)金融小镇成立 

11 月 28 日，新疆霍尔果斯新丝路(跨境)金融小

镇在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以下简称合

作中心)举行揭牌仪式，各方欲将霍尔果斯打造成丝

绸之路经济带上的国际金融港。截至 2017 年 10 月

末，合作中心内具有开办创新离岸人民币业务资质

的银行累计开立人民币创新账户 98 个，办理创新业

务结算 5830.6 亿元，吸收存款余额 18.92 亿元，办

理融资业务余额 21.37 亿元。已为 60 余家新疆企业

办理了合作中心跨境人民币融资业务，涉及能源、

建筑、农业、化工等领域，融资金额近百亿。 

 

·银行间外汇市场将推出基于双边授信的即期撮合

交易 

11 月 30 日，为进一步促进价格发现和提高交

易效率，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将于 2017 年 12 月 4 日

在新一代外汇交易平台 CFETS FX2017 推出基于双边

授信的即期撮合交易。分析认为，此举不仅可提高

市场的透明度和交易效率，有利价格发现，并与国

际通行做法保持一致，也将对银行的报价能力提出

更高的要求。 

 

·“一带一路”沿线已有 50 多个市场开通银联卡受理

业务 

11 月 30 日，“一带一路”沿线已有 50 多个市场

开通银联卡受理业务，累计发行超过 2500 万张银联

卡，覆盖超过 400 万家商户和 40 万台自动取款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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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币国际化数据 』================ 

 

·10 月人民币全球支付市场占比创三年半新低排名

下滑至第七 

11 月 30 日，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SWIFT)

数据显示，2017 年 10 月人民币在国际支付市场的

占比环比下降 0.39 个百分点至 1.46%，创 2014 年 4

月以来最低，并为连续第三个月下降。当月人民币

在全球支付货币的排名下滑至第七位，而去年同期

为第六位。 

 

·10 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发生 3186 亿元 

10 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发生 3186 亿元，

较上月下降 540 亿元，环比下降 14.5%。10 月以人

民币进行结算的跨境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及其他经

常项目分别发生 2468 亿元、718 亿元。 

 

·1-10 月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同比下降 40.9% 

1-10 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 160 个国家

和地区的 5410 家境外企业新增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累计实现投资 863.1 亿美元，同比下降 40.9%，非理

性对外投资进一步得到有效遏制。 

 

 

 

·10 月外汇储备连续九个月增加 保持基本稳定 

 

10 月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增至 31092.13 亿美

元，环比增加 7.03 亿美元，连续第九个月增加，但

增幅较上月大幅收窄。展望未来，我国跨境资金流

动和国际收支保持平衡有序的基础将更加坚实，有

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总体稳定。 

 

·10 月台湾人民币存款环比增加 0.47% 连续六个月

回升 

 

截至 2017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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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3.05 亿元，较 9

月末的3128.20亿元增加14.85亿元，环比增加0.47%，

为连续第六个月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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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香港人民币存款环比增加 0.90%至 5403 亿元 

 

截至 2017 年 10 月末，香港人民币存款环比增

加 0.90%，至 5402.63 亿元，为连续第二个月增加。 

 

·10 月人民币实际与名义有效汇率延续升势但升幅

收窄 

10 月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环比上涨 0.17%

至至 121.36，为连续第五个月上涨，并创 8 个月新

高。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指数环比上涨 0.20%至

117.89，为连续第三个月上涨，并创 9 个月新高。 

 

·中国 9 月减持美国国债 197 亿美元，仍为美国第

一大债权国 

11 月 15 日美国财政部公布的 9 月数据显示，

中国持有美国国债 8 个月来首降，较上月下跌 197

亿美元至 1.18 万美元，仍为美国第一大债权国。 

·10 月银行结售汇连续两个月顺差顺差规模扩大 

2017 年 10 月，银行结售汇顺差 183 亿元人民

币（等值 28 亿美元），连续第二个月实现顺差，顺

差规模较上月也有所增加。当月银行代客结售汇顺

差 501 亿元人民币；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涉外收付

款顺差 4 亿元人民币（等值 1 亿美元），在连续七个

月逆差后也重返顺差。 

 

·10 月央行外汇占款环比增加 20.98 亿元连续两个

月上升 

2017 年 10 月央行口径外汇占款环比增加 20.98

亿元，至 215127.83 亿元，继 9 月实现 23 个月以来

首次上升，外汇占款连续第二个月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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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市场操作一览：10 月，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实现净投放 8885 亿元,单月净投放量创了今年新高。

11 月，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累计净投放资金 5080 亿元。 

 

单位：亿元 (11.6-11.12) (11.13-11.19) (11.20-11.26) (11.27-12.3) 

投放量 4600 11500 7900 9100 

央票到期 
    

正回购到期 
    

逆回购发行 

(63D/28D/14D/7D) 
（1500/0/1000/2100） （1300/0/4800/5400） （500/0/2700/4700） （400/0/3600/5100） 

回笼量 6900 3400 6400 9500 

央票发行 
    

正回购发行 
    

逆回购到期 

(63D/28D/14D/7D) 
（0/0/3400/3500） （0/0/1300/2100） （0/0/1000/5400） （0/0/4800/4700） 

周净投放 -2300 8100 1500 40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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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57 

6.30 隔夜 3.30% 

158.46 7 天 3.45% 

77.0 1 个月 3.80% 

中期借贷便利（MLF） 44205 4040 1 年 3.20% 

抵押补充贷款（PSL） 26217 4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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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金融管理局 2017 年 11 月 27 日 4000 亿元人民币/4700 亿港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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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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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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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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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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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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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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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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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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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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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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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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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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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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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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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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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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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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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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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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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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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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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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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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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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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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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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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5 日 22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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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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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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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6.37 82 2011 年 12 月 16 日 
初始额度 2700 亿元 

2017 年 7 月 4 日调增 

 
累计 17400 6048.62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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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8805156318601375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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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