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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国际化是市场普
遍关注的问题，但市场也存
在不少误区。6 月 11 日上
午，陆家嘴论坛全体大会四，
讨论“双循环”格局下人民币
的新角色与全球资源配置。
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胡晓
炼、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党委
书记霍颖励等认为，现阶段
的人民币国际化仍然处于初
级阶段。胡晓炼认为，不必过
度解读人民币的国际化，不
要把人民币汇率变动作为人
民币国际化的“晴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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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陈梦泽

    不必过度解读
人民币国际化
曾经担任央行副行长、国家外

汇管理局局长的胡晓炼表示，现阶

段的人民币国际化仍然处于初级
阶段，其基本特征是以服务实体经

济为主要功能。人民币国际化不应
是投机交易主导的短期爆发过程，

也不能由离岸市场、周边市场的金

融炒作所阻挡。这是一个自然的、
长期的过程，是中国经济深度参与

全球分工、国际贸易投资互惠互利

深化发展的过程。

她提出不必过度解读人民币的
国际化，人为对人民币国际化赋予

多种含义，如把人民币汇率变动作
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晴雨表”，把人

民币当成国际避险货币，把数字人
民币当成人民币国际化的捷径，把

境外人民币市场作为主导人民币交

易的市场，把离岸人民币汇率作为

标志性的导向等等，更不能把人民
币国际化当成国际对抗的武器。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党委书记

霍颖励表示，初级阶段的特征可以
用“五多五少”概括。一是人民币在

跨境使用当中比较多，全部跨境使
用当中 40%以上是使用人民币的，

但是国际使用中是少的，只有 2%

的水平。二是跨境使用当中用于金

融市场交易占比比较多，基本在
70%以上，但是真正服务实体经

济、来自于进出口贸易的比重相对

来讲比较少，在 15%左右。三是港
澳地区与周边国家使用较多，但是

其他国家和地区使用得比较少。四
是在对外循环和与中国经济相关

的活动使用人民币比较多，但第三
方国家使用人民币几乎没有。五是

很多机构、很多国家使用人民币意

愿多，但是实际使用比较少。

人民币国际化
趋势不可逆
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大

家普遍看好。橡树资本创始人及联

席董事长 Howard MARKS 说：我
相信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一定是一

个不可逆的趋势。
摩根大通亚太区主席及首席

执行官 Filippo GORI说：我们认为

越来越多的资本市场和贸易会在国

际上增加人民币国际化的势头。

胡晓炼表示，人民币国际化应
该关注几个着眼点———

第一，国内消费大市场。国内
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将加

快形成容量巨大、需求升级的国内
大市场，巩固和拓宽人民币跨境贸

易收付的主干道。买方优势可以为

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提供有利的
基础条件。

第二，国内资本大市场。资本市
场的发展前景，为境外主体人民币

投融资提供了广阔空间。截至 2020

年末，境外主体持有人民币股票达

到 3.4万亿元，债券 3.3万亿元，同
比分别增长 62%、47%。金融开放向

纵深推进，为境外人民币回流投融
资提供了更多便利，为境外市场主

体提供了更加畅通的投融资渠道。
第三，绿色金融大市场。截至

2020年，全国绿色债券累计发行

超过 1万亿美元。我国还具有建立
最大的碳资源交易市场的潜力，人

民币是绿色金融计价结算货币，进
一步拓展其跨境应用的场景，将为

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新的发展路径。

上海具有重要
地位和作用
胡晓炼认为人民币国际化从

初级版演进至升级版，取决于中

国金融市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
开放、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

基本实现，以及中国与世界更紧
密的融合。

她认为上海在人民币国际化

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上海已
连续成功举办了三届进博会，在更

好地连通两个市场、满足对海外优
质商品和服务需求、促进全球经贸

合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海
具有完备的金融要素市场、健全的

金融机构体系以及丰富的金融产
品和业务种类。在新发展格局下，

上海能够充分发挥“双循环”连接
点的枢纽作用，深化人民币资产配

置和风险管理中心建设，打造与国
际接轨的优质营商环境，更好发挥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资产聚集和全
球资源配置的功能。

中国银行研究院院长陈卫东
表示，随着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

局，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上海
将进一步汇聚金融资源，成为全球

领先的资产管理中心。
首席记者 连建明

人民币国际化处于初级阶段

    如何看待金融与实体
经济的相互关系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方
首席代表，中国金融学会会长周小

川在视频连线中提出，坚持金融为
实体经济服务，从长期来讲会获得

巨大的好处。他指出，中国很强调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金融服务和金

融市场要和实体经济密切相连。此

外，很多人都认为其他国家都有类
似的概念，其实情况并非如此。世

界上很多国家不怎么提金融服务
实体经济，也不怎么特别强调金融

要和实体经济保持紧密的关系。

在谈到该怎样具体看待金融
和实体经济的相互关系？周小川提

出，可以从三方面来判断———
第一，它是正和博弈还是零和

博弈。在正和博弈中，金融引导投
资进入实体经济，比如上市公司融

了资去搞研发、新设备、新技术、新

产品，因此企业价值也有所提高，
市值也有所提高，而且还能有不错

的分红，使得企业、企业的职工得
益，市场产品也丰富了，投资者也

有钱可以赚，这样是正和博弈。在
零和博弈中，投资者投资产品后，

只能从其他投资者输的钱里挣，这
样就是零和博弈。

第二，从宏观调控或者政策调
控上来讲，究竟是以实体经济基础

面为根据来进行调控，还是脱离实
体经济基本面。

第三，是否以财务平衡为根
据，市场经济中包含三大主体的财

务平衡，政府、企业和个人。现在市

场上有一些做法在慢慢脱离实体
经济，就像美国 2008年的次贷危

机，最终发生的作用就是房贷的经
营商忽视贷款人的未来收入情况，

就给他们大笔的房贷去买大房子、
好房子，同时给予非常低的利率，

甚至是零利率，这种金融融资行为

和实体经济已经脱钩。
谈及金融科技发展为什么要

强调服务实体经济时，周小川用
加密货币举例称，加密货币从原

理、设计思想来讲，如果它真的能
够在支付领域中起一定的作用，

还是有可能成为为实体经济服务

的一项有用的工具。“在涉及加密
货币的创新时，中方的态度是注

重你究竟如何为实体经济服务，
如果能为实体经济做出重要的服

务，那么可能给予更大的关注，愿
意投入更多的资源，来进行这方

面的研发和试点。反之，就会弱一

些。”周小川表示。

打通金融资金与科创
企业间的对接

金融业如何给予实体经济更
多的资金支持也成为不少嘉宾热

议的焦点。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

朱民论坛上表示，中国的科技创新
大潮已经起来，而且是未来中国经

济发展最主要的推力，但金融业不

熟悉怎样服务科技创新企业，公司
成立时间太短，没有抵押品，管理经

验不足，而且科技路径不明确，所以
科技创新公司死亡率特别高。

金融业如何管好风险支持科技
创新企业发展，以推动中国经济未

来可持续发展？朱民建议把金融业
垂直打通改革，“传统对金融业的理

解是平面的，银行做一块，债券市场
做一块，股票市场做一块，风险投资

做一块。在如此大规模的投资、融资

情况下，要把所有的金融力量融合

起来，就必须打通，银行资金要能够
通过理财产品等形式，打通到债券

市场、资本市场等领域。”
上海银行董事长金煜提出要

更好地打通金融资金与科创企业
间的对接。

“现在全国高新企业的公司是

27.5万家，比 2015年增加 260%，
所以从金融去更好地服务科创企

业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这
样一个高成长性或者是规模成长

性的科创的公司更加适合通过直
接的股权融资，因为直接股权对它

能够有更加精准的定价，而商业银

行更多是一个相对的确定性的基
于现金流的收益覆盖风险的定价

的模型。”金煜说。
金煜表示，从过去来说，包括

科创板、创业板对这些企业的发展
都做了很大这方面的推动和支

持。现在中国私募股权基金和产
业基金总量是 11万亿元，但是从

未来科技的发展趋势来看，资金
的缺口还是比较大，怎么来更好

地打通金融资金和科创企业的发

展，需要关注。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罗熹则表示，保险可以
发挥科创募资作用，让企业多融

资。“从全球看，风险投资和私募股
权是科创企业最匹配的融资渠道，

而保险资金具有规模大期限长、资

金来源稳定的特点，是重要的出资
方，能够面向科技型中小微企业，

提供包括主权、债权等在内的综合
化金融服务。” 本报记者 杨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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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

脉，为实体经济服务始终是
金融的天职和宗旨。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服
务科创企业发展有哪些可以
借鉴的国际经验？如何进一
步提高中国直接融资比重，
更好适应科技创新趋势？如
何通过金融创新提升产业链
和供应链的自主能力？

昨天上午，主题为“金融
服务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发
展”的第十三届陆家嘴论坛
主题大会五对这些问题进行
了详细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