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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劲扬帆  再接再厉——人民币国际化回顾与展望[1] 

2021 年，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我国兼顾经济发展与疫情防控，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金融体系保持稳定。在市

场需求驱动下，人民币国际化基础进一步夯实。经常项目人民币结算规模

创历史新高，资本项目继续成为跨境人民币使用的主体。人民币稳居我国

第二大跨境收支货币、第三大 SDR 篮子货币、第四大全球支付货币和第五

大国际储备货币地位。本文客观回顾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进程，展望未来前

景与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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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宏观形势与政策环境 

人民币国际化步伐不能脱离宏观形势与政策环境。我国综合国力提升，

改革开放不断推进，是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坚实基础；市场需求是人民币

国际化的内源动力，相关政策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助推剂。2021 年，我

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疫情防控与经济增长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人民币汇

率相对强势，国际信心进一步提升。我国金融市场开放力度加大，基础设

施更加完善，双边货币合作有序推进，助力人民币国际化取得积极进展。 

第一，疫情扰动下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复苏，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序推进。

2021 年是我国“十四五”规划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

开局之年。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以及内部“三重压力”下，我国扎实做

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加强逆周期、跨周期调节力度，

经济发展彰显出强大韧性。2021 年，我国 GDP 增速达 8.1%，较好完成预

期目标，位居全球前列，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约为四分之一（图 1）。面

对全球疫情扰动与供应链困境，我国积极贡献正能量，对外贸易再创新高，

进出口金额突破 6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30%；实际使用外资和非金融类对

外直接投资分别增长 21.2%和 3.2%（图 2），为人民币国际使用奠定坚实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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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人民币汇率总体保持强势，外汇市场交易理性有序。截至 2021

年末，美元兑人民币即期汇率为 6.3730，人民币较 2020 年继续小幅升值

2.6%；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为 102.47，较 2020 年上升 8.05%（图 3）。

从全年来看，人民币汇率有升有贬，保持双向波动。2021 年，美联储收紧

货币政策从预期到行动，面对美元升值压力，人民币汇率表现稳健，保持

相对强势，优于其他主要货币（图 4）。我国跨境收支结构基本稳定，外储

规模为 3.25 万亿美元，同比小幅增长 1%。外汇市场运行平稳，企业外汇

套期保值比率为 21.7%，同比上升 4.6 个百分点，汇率风险管理意识与能

力显著增强。 



 

 - 5 - 

 

第三，金融市场加速开放，配套政策与基础设施更加完善。2021 年，

我国金融市场进一步融入全球体系，富时罗素将中国国债纳入富时世界国

债指数。我国加快证券期货市场开放，对合格境外投资者新增开放商品期

货、商品期权、股指期权，满足外资套期保值交易需求，推动衍生品市场

规则与国际接轨；启动大湾区跨境理财通、债券通南向通，拓展跨境人民

币投资渠道。同时，我国进一步优化跨境人民币使用政策，明确相关展业

要求，支持新型离岸国际贸易发展，上海临港新片区、海南自贸港以及各

自贸试验区也积极推动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

继续巩固跨境人民币支付清算主渠道作用。截至 2021 年 12 月末，CIPS

系统实际业务覆盖全球 178 个国家和地区，共有参与者 1259 家。其中，

直接参与者 75 家，间接参与者 1184 家。2021 年，CIPS 处理业务笔数和

金额分别为 334.2 万笔和 79.6 万元，同比增长 51.56%和 75.82%（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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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双边货币合作稳步向前，人民币国际认可度进一步提升。2021

年，中国人民银行与印度尼西亚央行正式建立双边本币结算合作框架，推

动贸易与直接投资本币结算。中国人民银行相继与卡塔尔、加拿大、斯里

兰卡、尼日利亚等央行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与土耳其央行扩大双边本

币互换协议规模，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累计规模达 3.6 万亿元。国际社会对

人民币国际化的信心进一步增强。根据中国银行 2021 年《人民币国际化

白皮书》，约 81%受访境内外工商企业预期未来十年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不

弱于日元和英镑。其中，约 52%受访企业预期人民币的国际货币地位可能

接近美元和欧元，较 2020 年调查提升 4.5 个百分点（图 6）。 

二、2021 年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进程 

2021 年，面对内外部挑战，人民币国际化稳步前行。从结构上看，经

常项目人民币结算规模创历史新高，资本项目继续成为跨境人民币使用的

主体。人民币直接投资与金融投资快速增长，非居民持有人民币资产意愿

进一步上升。人民币稳居我国第二大跨境收支货币、第三大SDR篮子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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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大全球支付货币和第五大国际储备货币地位。 

（一）经常项下人民币结算创历史新高，货物与服务贸易人民币结算

量大幅增长 

2021 年，我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金额为 7.9 万亿元，同比增长 85.2%

（图 7），创历史最高水平。其中，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金额为 5.8 万亿元，

涨幅达 90.8%；服务贸易及其他经常项目人民币结算金额为 2.1 万亿元，

涨幅为 71.7%。自 2009 年试点以来，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金额已累计突

破 54 万亿元大关。2021 年，我国进出口中人民币结算占比为 14.8%，较

2020 年增加 5.4 个百分点（图 8）。 

 

（二）人民币直接投资快速增长，跨境收支中资本项目占比近八成 

2021 年，我国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总额达 5.8 万亿元，同比增长 52.2%

（图 9）。其中，人民币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 FDI）金额为 4.16 万亿元，

同比增长 50.7%；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人民币 ODI）金额为 1.64 万亿元，



 

 - 8 - 

同比增长 56.2%。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与资本项目开放度提升，跨境人民币

收支结构发生显著变化。资本项目份额上升，经常项目份额相对下降；货

物贸易、其他经常项目、直接投资份额均相对下行，其他资本项目份额快

速攀升。2021 年，跨境人民币收支中，其他资本项目结算占比为 62.46%，

直接投资结算占比为 15.85%，合计份额达 78.31%，成为人民币跨境使用

的主体部分（图 10）。 

 

（三）人民币国际投融资更加活跃，非居民持有人民币资产规模创历

史新高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开放，在全球低利率环境下，越来越多的境外投资

者增持人民币资产。截至 2021 年末，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人民币金

融资产 10.8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5%（图 11）；669 家机构通过 RQFII

进入境内市场，较 2020 年新增 119 家。互联互通机制稳定运行。2021

年，沪深港通北向资金净流入 4321.7 亿元，同比增长 106.8%，南向资金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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