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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  

2022年，在美国不断收紧货币政策产生的负面溢出效应和国内本土疫

情反复阻碍经济修复的综合影响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出现明显贬值，全

年贬值幅度约 9.5%，低于其他主要货币，显示出相对韧性。 

展望 2023年，国内经济运行有望总体回升，对人民币汇率将构成强有

力支撑。不过预计出口增速下滑，结汇需求下降将对汇率支撑作用有所减

弱。伴随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人民币汇率整体

将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货物贸易、外商直接投资等项目将继

续发挥稳定资金流入的基础性作用，资本外流压力缓解，跨境资金流动有

序。2023年中美货币政策分化边际收敛，美元指数或呈现先扬后抑，预计

年内人民币估值将继续得到修复，运行中枢将下移至【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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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中国将逐步走出疫情，整个社会活动也将逐渐恢复正常状态，

经济政策重点向保持经济增长的角度倾斜。一季度感染率还处于高位，

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存在诸多挑战，下半年有望全面复苏。 

 2023 年美国通胀预期明显回落，货币紧缩进程尚未结束对美元指数仍

有一定支撑，不过加息对经济造成的滞后影响将逐步显现，进而令美元

承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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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2 年人民币汇率走势回顾： 

2022年，在美国不断收紧货币政策产生的负面溢出效应和国内本土疫情反复阻碍

经济修复的综合影响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出现明显贬值，全年贬值幅度约 9.5%，低

于其他主要货币，显示出相对韧性。年中 4-5月、8-10月呈现两轮大幅持续贬值，央

行及外汇管理局通过年内两次调降外汇存款准备金率、上调远期售汇业务外汇风险准

备金率以及上调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等工具及时维稳市场预期。11月以来，随

着国内疫情防控措施不断调整优化，加上一系列稳经济政策密集出台，市场对经济修

复增长的信心增强。此外，美国通胀指标延续回落，美联储放缓加息路径对美元支撑

作用减弱，美元回调，人民币估值得到修复。叠加季节性因素，年末外贸企业结汇旺

盛推高人民币汇率阶段走势，12 月重回心理关口“7”以内。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

年初下跌近 4%，在主要货币对中，人民币除兑美元贬值外对欧元贬值 2.8%，对日元与

英镑分别升值 5%和 2%。 

图 1.1：美元兑人民币即期汇率与美元指数走势 

 

资料来源：iFinD，一德宏观战略部 

图 1.2：2022年国内疫情新增情况（年底不再统计） 

 

资料来源：iFinD，一德宏观战略部 

图 1.3：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 

 

资料来源：iFinD，一德宏观战略部 

图 1.4：人民币兑主要货币升/贬值幅度 

 

资料来源：iFinD，一德宏观战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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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3 年影响人民币汇率因素分析： 

2.1 经济运行有望总体回升，对本币构成支撑 

经国务院批准，自 2023 年 1 月 8 日起，解除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采取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实施“乙类乙管”。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不再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规定的检疫传染病管理，

并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更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当前疫情正从大流行过渡到季节性、

地方性流行，在疫苗接种到达到一定水平之后，中国将逐步走出疫情，整个社会活动

也将逐渐恢复正常状态。年末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对明年经济政策做了定调，政策

重点已经明显向保持经济增长的角度倾斜。会议要求，2023年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

求进，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加强各

类政策协调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大力提振市场信心，

引导市场预期，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推动经

济运行整体好转。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广义货

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

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要继续发挥出口对经济的支撑作用，积

极扩大先进技术、重要设备、能源资源等产品进口；更大力度促进外资稳存量、扩增

量，培育国际经贸合作新增长点。 

目前国内各地感染峰值很高，经济恢复基础还不牢固，恰逢明年春节较早，假期

间人员流动可能引发第二轮感染率上升，预计一季度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挑战还很多，

前期实施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措施仍有释放空间。下半年经济有望呈现快速恢复

态势，经济增速将逐步向潜在增长率水平回归。在二十大政策红利、走出疫情以及基

数效应等因素影响下，预计全年有望超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出的 4.4%的经济增速。 

经济运行的逐步回升将对人民币构成强有力支撑，预计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将呈现前低

后高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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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世界经济展望》 主要经济体增速预测（单位：%） 

 

 2022E 
2022E（10 月较

7 月预测调整） 
2023E 

2023E（10 月较

7 月预测调整） 

中国 3.2 -0.1 4.4 -0.2 

美国 1.6 -0.1 1.0 -0.3 

欧元区 3.1 0.5 0.5 -0.7 

日本 1.7 0.0 1.6 -0.1 

英国 3.6 0.4 0.3 -0.2 

 

资料来源：IMF，一德宏观战略部 

 

回顾 2022年中国人民银行在香港发行 8期人民币央行票据共 1200亿元，每期认

购金额均超出发行金额的数倍，表明人民币资产对境外投资者有较强吸引力，也反映

了全球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信心。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

落实便利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中国债券市场举措，提高跨境贸易投资自由便利化水平，

扩大优质企业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政策优惠面。在离岸市场发行的人民币国债、金融

债券和企业债券不断增加，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对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重要意义。 

表 2：2022年中国人民银行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央行票据情况 

 

日期 3 个月 中标利率 6 个月 中标利率 1 年期 中标利率 

2022/2/21 100 亿元 2.50%   150 亿元 2.70% 

2022/3/22   50 亿元 2.60%   

2022/5/23 100 亿元 2.49%   150 亿元 2.80% 

2022/6/21   50 亿元 2.30%   

2022/8/22 100 亿元 1.90%   150 亿元 2.30% 

2022/9/20   50 亿元 2.20%   

2022/11/21 100 亿元 2.09%   150 亿元 2.50% 

2022/12/20   50 亿元 2.2%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一德宏观战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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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出口增速放缓，结汇需求下降对汇市支撑减弱 

据海关统计，2022 年 1-11 月，我国进出口总值 38.34 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

期增长 8.6%。其中，出口 21.84 万亿元，增长 11.9%；进口 16.5 万亿元，增长 4.6%；

贸易顺差 5.34 万亿元，扩大 42.8%。一般贸易进出口 24.47 万亿元，增长 12.4%，占

外贸总值的 63.8%。东盟、欧盟和美国是我国前三大贸易伙伴，出口方面，今年对东盟

出口 3.42 万亿元，增长 22.2%；对欧盟出口 3.44 万亿元，增长 14.3%；对美国出口

3.55 万亿元，增长 5.8%；年中出口达到峰值后逐步放缓。2023 年欧美等主要经济体

加息滞后效应将逐渐显现，经济衰退风险增加，对我国的进口或将明显减少，加上高

基数影响，预计明年出口增速下滑，结汇需求下降将对汇率支撑作用有所减弱。通过

近年来出口走势对比分析，全年呈现前低后高，季末和年末结汇旺盛增强对汇市支撑。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经常账户顺差 3104亿美元，为历史

同期最高值，同比增长 56%，顺差规模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 2.4%，处于合理均

衡区间。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贸易顺差创历史同期新高，服务贸易逆差同比收窄，直

接投资呈现净流入，外资在境内债券市场的投资延续恢复态势，股市资金小幅流出，

目前我国股市和债市中的外资占比均不足 5%，全球资本进一步增配我国金融资产仍有

较大潜力。在我国经济回稳向好、国际收支结构稳健支撑下，预计 2023 年货物贸易、

外商直接投资等项目将继续发挥稳定资金流入的基础性作用，债市（信用高）和股市

（当前估值较低）资金也会回流，跨境资金流动保持平稳。 

图 2.1：2022年我国对外贸易整体情况（亿元） 

 
资料来源：iFinD，一德宏观战略部 

 

 

图 2.2：近年来我国出口走势（亿元） 

 

资料来源：iFinD，一德宏观战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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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507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