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脱欧”背景下伦敦离岸人民币
清算中心地位依然稳固
——专访建设银行伦敦分行总经理杨爱民

 本刊记者  杨晓静  杨海若／文

自 2016年成为中国主权范围之外

最大的离岸人民币清算中心以

来，伦敦的人民币清算量一直稳步提

升，至11月中累计清算量已突破30万亿

元。“在‘脱欧’背景下，我们危中寻

机，继续深化和丰富人民币离岸市场，

伦敦作为离岸人民币清算中心的地位还

将继续得到巩固。”建设银行伦敦分行

总经理兼建设银行伦敦有限公司总裁杨

爱民近日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　　

人民币累计清算量突破30万亿元

1991年11月，伦敦代表处的设立是

建设银行迈出国门的第一步；2016年3

月，伦敦成长为继香港之后全球第二大

离岸人民币清算中心，建行伦敦分行作

为英国唯一人民币清算行，取得了中资

银行国际化的又一阶段性成就。

作为建行伦敦代表处的首批两位员

工之一，杨爱民介绍说，2018年11月

14日，正好是建行进驻英国的27年纪念

日，建行伦敦分行人民币累计清算量突

破30万亿元，继续保持亚洲地区以外规

模最大清算行，巩固伦敦成为中国主权

范围之外最大离岸人民币清算中心的地

位。如今建行伦敦分行已拥有130多位

员工，并在伦敦金融城购置了宽敞的办

公大楼。

目前，英国不仅是中国香港之外使

用人民币支付最多的经济体，也是世界

最大的人民币离岸外汇交易中心。“伦

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交易类业务是其

最大特色之一，外汇交易量达到全球

的40%左右”，杨爱民说，“目前伦敦

人民币监测日交易量达到690亿英镑，

相当于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日交易总

量。”

自2014年6月获任英国唯一人民币

清算行以来，短短4年多，建行伦敦分

行见证了英国境内人民币业务的爆发式

增长。2015年5月，累计人民币清算量

突破5万亿元；2016年8月突破10万亿

元；2017年11月突破20万亿元；2018年

11月突破30万亿元。

“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方面，中英

双方都有很强的意愿。”杨爱民说，我

国对外开放战略在中资银行“走出去”

过程中发挥了重要导向作用，中英财金

对话等双边机制也为中资银行国际化提

供了很大帮助。

英国政府对中资银行在英开展业务

持包容开放的态度。据杨爱民介绍，

除建设银行外，目前中国银行、工商

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以及招商银

行、浦发银行等都已在伦敦设立分行，

中信银行和民生银行也在积极申请筹建

伦敦分行。

“危中寻机”巩固人民币离岸市场

“脱欧”是当前英国经济发展面临

的最大不确定性因素，很多人担忧伦敦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将因此受到挑

战。但杨爱民并不认同，“伦敦作为国

际金融中心有一套完整的运行机制，短

期内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在杨爱民看来，伦敦作为国际金融

中心有其突出特点，很多天然优势是目

前欧洲其他城市无法企及的。“而且，

英国政府在‘脱欧’协议谈判中也考虑

了金融服务业以及金融城的诉求。短期

内不会对金融中心形成太大挑战。”

从人民币国际化角度来看，杨爱民

认为，“机会可能会更多”。他指出，

英方在金融领域本身就有很强的合作意

愿，在自主决策加强后，可能会有更大

的空间来推动离岸人民币清算中心的建

设。

谈到伦敦离岸人民币清算中心的下

一步建设，杨爱民表示，建行伦敦分行

将在人民币清算行的基础上，不断深化

和丰富人民币离岸产品和服务，从清算

到交易，尤其是外汇交易，再到债券发

行和存贷款，包括英国优势明显的银团

贷款业务，在支持中资企业和当地企业

的同时，提高英国对人民币的认可和接

受程度。

除人民币国际化以外，在其他金融

合作方面，杨爱民也建议，中英双方可

在金融科技、“一带一路”金融服务、

绿色金融等领域加强合作。“欧洲范围

内市值超过10亿美元的独角兽创新公司

中，超过1/3在英国（仅伦敦就占到1/5

以上），而中国是金融科技发展最为迅

速的国家，两国合作互利共赢。”

　　

中资银行国际化进入新阶段

从1991年至2018年，建行在国际化

道路上虽然尚未迈入而立之年，但却亲

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资银行国际化的完

整三个阶段。杨爱民总结，在三个不同

阶段，中资银行与我国改革开放同步，

完成了三大历史使命。

中资银行国际化的第一阶段，杨爱

民认为，要从金融机构走出国门的第

一天算起，初期以“引进来”为主要

任务。“中资银行走出来虽然比其他实

体经济要晚一些，但做出的贡献并不

小，”杨爱民指出，在第一阶段，中资

银行以在海外设立机构为典型方式，承

担的历史使命是“以引进来为主，将

资本引入中国境内，支持中国经济建

设”。

第二阶段则是以本世纪初中资银行

股份制改革为起点，主要以支持中资企

业“走出去”为重要任务，标志性事件

是2005年建行在香港上市，成为中国四

大国有银行中首家实现上市的银行。

当时参与了建行股改上市的杨爱民

对此记忆犹新：“当时中资银行面临国

际国内新的挑战，需要提升自身能力，

开启股份制改造。”建行当时不仅是四

大行中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而且是当

年中国企业在香港证券交易所规模最大

的首次公开发行（IPO）。此后尽管全

球遭遇国际金融危机，但中资银行危中

寻机，不断加快海外机构布局和国际化

的步伐。

第三阶段则始于近年来更加成熟的

发展，以加快人民币国际化为重要历史

使命。这也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国际

地位不断提升的需要。

杨爱民认为，中资银行的国际化历

程很好地配合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

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重

心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目前已

经发展到了‘双向交融’阶段，这更加

符合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体量

和身份。作为中资银行，我们也有更多

机会可以发挥作用。”

目前中资银行的国际化已经发展到

了一定的水平和规模，引起了包括英

国在内的各国金融监管机构的重视。谈

到当前阶段中资银行需要重点加强的领

域，杨爱民认为，一方面需要加强风险

防控，更好地适应合规等监管要求，另

一方面则要加强国际化人才储备。

“中资银行的国际化和中国经济的

对外开放都需要更多了解世界和海外

的人才，我们要积极储备人才、培养人

才。”他介绍说，英国高校资源丰富，

培训机构服务能力很强，创新气氛活

跃，未来可以充分利用当地这些优势，

加强国际化金融人才的培养和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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