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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合作组织区域人民币国际化研究

任　 飞

【内容提要】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ꎬ 区域金融合作水平不断提

升ꎬ 人民币跨境支付和结算体系建设日趋完善ꎬ 人民币信贷和投资规模不

断扩大ꎮ 随着 “一带一路” 战略的实施ꎬ 人民币将逐步成为上海合作组

织区域内最主要的贸易、 投资和金融交易计价货币ꎬ 远期人民币、 人民币

期权和人民币离岸市场业务日益增加ꎬ 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内人民币区域化

将推动区域货币金融合作ꎬ 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ꎮ
【关 键 词】 　 上海合作组织　 货币区域化　 人民币国际化

【作者简介】 　 任飞ꎬ 国家开发银行国际合作业务局欧亚业务部高级

客户经理助理ꎬ 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委理论委员会委员ꎬ 经济学博士、
副研究员ꎮ

一　 货币区域化、 国际化理论探讨

由于本文主要从上海合作组织区域金融合作的角度研究人民币国际化

进程ꎬ 因此ꎬ 相关理论探讨的重点是与货币区域化和国际化实践密切关联

的最优货币区理论ꎮ
从深化区域金融合作的角度看ꎬ 区域性货币合作的实践推动了货币区

域化理论的发展ꎬ 而这些理论研究也给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实践以指导①ꎮ
蒙代尔最早于 １９６１ 年提出了最优货币区理论ꎬ 最优货币区作为一个理论概

念ꎬ 指的是这样一种区域: “在此区域内ꎬ 以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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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无限可兑换性的货币作为一般性支付手段ꎬ 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

资本交易时互相盯住ꎬ 保持稳定ꎬ 但区域内国家与区域外国家之间的汇率

保持浮动ꎮ 成员国之间通过对内使用单一货币或固定汇率ꎬ 对外实行浮动

汇率ꎬ 可以实现效率最优ꎮ”① 其后许多经济学家对组成最优货币区的不同

标准进行了研究ꎬ 麦金农提出的经济开放度研究ꎬ 凯南提出的经济高度多

样化研究ꎬ 伊格拉姆提出的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研究ꎬ 哈伯勒、 托尔和维

利特以及弗莱明提出的通货膨胀率相似性和政策一体化研究都进一步丰富

和完善了最优货币区理论②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ꎬ 最优货币区理论的研究

在原有基础上有了新突破ꎬ 克鲁格曼将实证分析用于最优货币区理论研究ꎬ
引入了货币区的成本与收益因素综合分析法ꎬ 巴尤米和梅里兹、 里奇和多

基耶从动态视角建立了黏性价格的一般均衡模型ꎬ 从要素流动性程度、 开

放程度和产品多样化程度三个方面分析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成本和收益③ꎮ
戈德伯格和蒂耶指出使用区域货币能够促进区域政策协调、 抵御国际资本

冲击ꎮ 区域货币能够防范汇率频繁波动引起的贸易和投资不确定性ꎬ 降低

区域内各国的汇兑成本ꎬ 加强区域内各国汇率协调及货币合作ꎬ 有利于区

域经济发展和地区金融稳定ꎬ 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货币国际化这一概念引起国际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ꎬ

哈特曼认为ꎬ 货币国际化是一种货币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 首先ꎬ 在国际

贸易以及资本的往来交易中ꎬ 该货币直接用于与其他货币的兑换ꎬ 货币实

现了交易媒介职能ꎻ 其次ꎬ 在商品贸易以及金融交易中ꎬ 该种货币作为记

账单位实现其价值度量职能ꎻ 当一国货币具备上述两种功能ꎬ 该货币会被

私人部门选择为金融资产ꎬ 而当外国货币当局也将其作为本国的储备资产

时ꎬ 该货币即实现了国际化④ꎮ 蒙代尔指出ꎬ 当本国货币的流通范围超出

了本国法定的流通区域ꎬ 或者本国货币被其他国家或地区模仿时ꎬ 该货币

就实现了国际化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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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的步伐加快ꎬ 国内学术界对货币区域化

和货币国际化的研究也不断深入ꎮ 胡定核于 １９８９ 年发表的论文 «人民币国

际化探索» 开启了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的研究先河①ꎬ 之后曾宪久、 姜

波克、 巴曙松、 李前胜等也展开相关研究ꎮ 刘振林提出人民币欲实现国际

化必须先实现区域化ꎬ 而区域货币联盟是实现人民币区域化必不可少的一

步ꎬ 因此建立东亚货币联盟将有助于人民币实现区域化②ꎮ 宋晓玲指出ꎬ
以区域货币合作模式推行人民币国际化能够更好地发挥规模效益ꎬ 降低转

换成本ꎬ 从而提高人民币国际化的成功概率③ꎮ

二　 人民币国际化发展阶段与路径分析

人民币国际化是指人民币跨越国界ꎬ 在境外流通ꎬ 成为国际上普遍认

可的计价、 结算和储备货币ꎬ 是一个长期、 分阶段和渐进的过程ꎮ
(一) 人民币国际化发展阶段

按照货币国际化的发展规律ꎬ 人民币国际化必将经历周边化—区域化

—全球化三个发展阶段ꎮ
人民币周边化是伴随边境贸易、 边民互市贸易、 民间贸易和边境旅游

业的发展而得到发展的ꎬ 人民币在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流通不断扩大是人

民币国际化的第一步④ꎮ
随着中国与周边国家、 地区经贸往来的进一步扩大ꎬ 人民币的流通和

使用范围越来越广ꎬ 由周边国家和地区逐步扩大至邻近国家和地区ꎬ 人民

币逐渐变成一种事实上的区域性货币ꎬ 作为区域性结算货币和支付货币在

中亚、 东南亚、 东北亚等地区推广使用ꎬ 人民币国际化第一阶段———周边

化基本完成ꎬ 步入第二阶段———人民币区域化ꎮ
人民币区域化是指人民币在一个地理区域内行使自由兑换、 交易、 流

通、 储备等职能ꎬ 人民币的区域化并非人民币在区域内的货币一体化ꎬ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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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过与区域内货币的长期合作和竞争成为区域内的关键货币①ꎬ 在区域

内金融、 贸易中发挥其关键货币的职能ꎮ 目前ꎬ 人民币作为区域性货币在

结算规模、 货币互换、 储备选择、 金融体系构建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进步ꎬ
正处于区域化的稳定发展阶段ꎮ 从人民币区域化的发展趋势上看ꎬ 在没有

发生国际经济环境和中国经济增长态势重大不利变化的假设前提下ꎬ 随着

“一带一路” 建设的不断推进ꎬ ２０２０ 年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二阶段目标———
人民币成为亚洲区域关键货币有望实现ꎬ 届时人民币将成为仅次于美元和

欧元的全球第三大货币②ꎮ
人民币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国际化即人民币成为真正的国际货币是人民

币国际化的最高阶段ꎮ 当人民币在亚洲地区全面用于国际贸易、 跨境投融

资结算ꎬ 被接纳为区域内大多数国家的外汇储备货币ꎬ 成为亚洲区域内普

遍接受的国际货币ꎬ 人民币开始由区域化步入全球化阶段ꎮ 伴随着人民币

全球化的发展ꎬ 人民币将逐步成为国际贸易主要结算货币、 国际金融市场

主要交易计价货币和世界各国主要外汇储备货币ꎮ
(二) 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路径

１ 人民币成为跨境贸易与投资结算货币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ꎬ 中国在上海等 ５ 个城市进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ꎬ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试点扩大至全国ꎬ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不受地域限制ꎬ 业务范

围涵盖货物贸易、 服务贸易和其他经常项目ꎬ 并逐步扩展至部分资本项

目③ꎮ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开展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ꎬ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境内企

业可以人民币进行境外直接投资ꎬ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境外的企业和个人可以按规

定使用人民币来华开展直接投资ꎮ ２０１４ 年ꎬ 跨境贸易 (ＣＢＴ) 人民币结算

金额 ６ ５５ 万亿元ꎬ 同比增长 ４１ ６％ ④ꎬ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占中国进出口

贸易总额的 ２４ ７６％ ꎮ ２０１４ 年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 (ＯＤＩ) 人民币结算金额

１ ８６５ ６ 亿元ꎬ 同比增长 １１７ ９％ ꎬ 外国直接投资 (ＦＤＩ) 人民币结算金额

８ ６２０ ２亿元ꎬ 同比增长 ９２ ４％ ꎮ 截至 ２０１４ 年年底ꎬ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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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累计 １６ ７１２ ５ 万亿元ꎬ 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结算金额累计 ３ ３２０ ５ 亿

元人民币ꎬ 外国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金额累计 １ ６８８ ６５ 万亿元ꎬ 人民币成

为仅次于美元的国际贸易融资第二大货币ꎬ 是全球第四大最常用支付

货币①ꎮ

表 １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４ 年人民币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额 (单位: 万亿元)

年度 跨境贸易 (ＣＢＴ) 对外直接投资 (ＯＤＩ) 外国直接投资 (ＦＤＩ)

２００９ ０ ００３ ６ — —

２０１０ ０ ５０６ ３ — —

２０１１ ２ ０８０ ８ ０ ０１５ ９ ０ ０９０ ７

２０１２ ２ ９３８ １ ０ ０２６ ２ ０ ２５４ ４

２０１３ ４ ６２９ ８ ０ １０３ ４ ０ ４８１ ６

２０１４ ６ ５５３ ９ ０ １８６ ６ ０ ８６２ ０

资料来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ｂｃ ｇｏｖ ｃｎ

２ 人民币成为国际金融交易计价货币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中国允许境外央行、 港澳清算行和境外参加行三类机构运

用人民币资金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ꎬ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 (ＲＱＦＩＩ) 制度开始试点ꎬ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出台 «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外

项目人民币贷款的指导意见»ꎬ 允许具备国际结算能力的境内银行业金融机

构对中国企业境外项目提供信贷资金支持ꎮ ２０１４ 年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

互通机制 (沪港通) 顺利推出ꎬ 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更加便利ꎬ
资本项目外汇管理进一步简化②ꎮ

截至 ２０１４ 年年底ꎬ 境内金融机构人民币境外贷款余额达 １ ９８９ ６８ 亿美

元ꎬ 同比增长 ６ １９％ ꎮ 人民币外汇掉期交易累计成交额折合 ４ ４９ 万亿美

元ꎬ 同比增长 ３２ １％ ꎮ 人民币外汇远期市场累计成交 ５２９ 亿美元ꎬ 同比增

长 ６３ ５％ ꎮ ２０１４ 年共有 ２３２ 家境外机构获准进入中国境内银行间债券市

场ꎬ 债券托管余额为 ６ ３４６ １ 亿元人民币ꎮ 按照国际清算银行 (ＢＩＳ) 狭义

口径ꎬ 截至 ２０１４ 年年底ꎬ 以人民币标价的国际债券余额 ５ ３５１ １８ 亿元ꎬ 其

中境外机构在离岸市场上发行的人民币债券余额５ ３０４ ８亿元ꎬ 在中国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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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的人民币债券 (熊猫债) 余额 ４６ ３ 亿元①ꎮ
３ 人民币成为外汇储备货币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年底ꎬ 中国人民银行先后与白俄罗斯、 印度尼西亚、 巴

西、 俄罗斯、 英国等 ３３ 个国家和地区货币当局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ꎬ 协

议总规模约 ３ ３ 万亿元人民币ꎬ 在 １９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

排ꎬ 覆盖东南亚、 西欧、 中东、 北美、 南美和大洋洲ꎬ 支持人民币成为区

域计价结算货币ꎮ 通过签署本币互换协议ꎬ 人民币经官方渠道进入更多国

家和地区的金融体系ꎬ 提高了人民币结算和流通效率ꎬ 缓解了流动性紧张ꎬ
促进了双边贸易和投资发展ꎬ 维护了区域金融稳定ꎮ 目前ꎬ 人民币已与多

种外币建立了市场化的汇率兑换机制ꎬ 韩国、 俄罗斯、 白俄罗斯、 马来西

亚、 泰国等国开始尝试接纳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ꎬ 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董会决定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 (ＳＤＲ) 货币篮子ꎬ
人民币权重为 １０ ９２％ ꎮ 这是一个里程碑式事件ꎬ 它标志着国际社会对中国

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成果的肯定ꎬ 特别是对人民币国际化的肯定ꎬ 表明未

来人民币将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发挥国际货币职能ꎮ

三　 上海合作组织区域人民币国际化研究

自 ２００１ 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ꎬ 其框架内双边和多边经济合作不断

深入ꎬ 贸易规模逐年扩大ꎬ 金融合作水平不断提升ꎬ 法律基础和组织机制

建设不断完善ꎬ 已经初步建立人民币跨境支付和结算体系ꎬ 人民币信贷、
投资规模不断增加ꎬ 人民币区域化取得初步成果ꎮ

(一) 上海合作组织区域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进程

自 ２００９ 年中国推进人民币跨境结算以来ꎬ 人民币支付结算功能在上合

组织区域内贸易和金融交易中日益强化ꎬ 人民币跨境结算、 人民币信贷和

投资规模不断扩大ꎮ 中国同上合组织成员国、 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签署

了跨境贸易本币结算协定、 银行间贷款协定、 货币互换协定 (见表 ２) 等

一系列重要合作协议ꎬ 为上合组织区域金融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ꎮ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中俄两国开始在双边贸易中采用人民币结算ꎬ 中俄双边贸易本

币结算试点工作正式开始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ꎬ 两国宣布全面取消人民币与卢布

—５９—

① 中国人民银行: «人民币国际化报告 (２０１５ 年)»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ｂｃ ｇｏｖ ｃｎ /
ｈｕｏｂｉｚｈｅｎｇｃｅｅｒｓ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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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观察员国及对话伙伴国签署货币互换协议

签约国 签署日期 金额 备注

俄罗斯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１ ５００ 亿元人民币 / ８ １５０ 亿俄罗斯
卢布

成员国

哈萨克斯坦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

７０ 亿元人民币 / ２ ０００ 亿哈萨克斯
坦坚戈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７０ 亿元人民币 / ２ ０００ 亿哈萨克斯
坦坚戈

成员国

乌兹别克斯坦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
７ 亿元人民币 / １ ６７０ 亿乌兹别克
斯坦苏姆

成员国

塔吉克斯坦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７ 日
３０ 亿元人民币 / ３０ 亿塔吉克斯坦
索莫尼

成员国

巴基斯坦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１００ 亿元人民币 / １ ４００ 亿巴基斯
坦卢比

观察员国

蒙古国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
５０ 亿元人民币 / １ 万亿蒙古国图格
里特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
１００ 亿元人民币 / ２ 万亿蒙古国图
格里特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１ 日
１５０ 亿元人民币 / ３ 万亿蒙古国图
格里特

观察员国

白俄罗斯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１ 日

２００ 亿元人民币 / ８ 万亿白俄罗斯
卢布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７０ 亿元人民币 / １６ 万亿白俄罗斯
卢布

观察员国

土耳其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１ 日 １００ 亿元人民币 / ３０ 亿土耳其里拉
对 话 伙
伴国

亚美尼亚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１０ 亿元人民币 / ７７０ 亿亚美尼亚元
对 话 伙
伴国

资料来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ｂｃ ｇｏｖ ｃｎ / ｈｕｏｂｉｚｈｅｎｇｃｅｅｒｓｉ / ２１４４８１ / ２１４５１１ / ２１４５４１ / ２９６７３
８４ / ２０１６０４０６１５３３４７３２２６１ ｐｄｆ

之间的贸易结算限制ꎬ 中俄双边贸易本币结算由试点转为全面开展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ꎬ 中国人民银行与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签订了新的双边本币结

算协定ꎬ 中俄本币结算扩大至一般贸易①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ꎬ 中国人民

银行与哈萨克斯坦中央银行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ꎬ 同时签订新的双边本

币结算与支付协议ꎮ 中哈本币结算扩大到一般贸易ꎬ 两国经济活动主体可

使用人民币进行商品和服务的结算与支付ꎮ 近年来ꎬ 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白俄罗斯等国越来越多的银行开始采用人

—６９—

① 李进峰、 吴宏伟、 李伟: «上海合作组织黄皮书 (２０１５)»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２０１５ 年版ꎬ 第 １５４ ~ １６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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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币跨境支付结算系统ꎬ 中国银联卡、 支付宝等人民币支付工具逐步进入

上合组织成员国、 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市场ꎮ 俄罗斯对外贸易银行、 俄

罗斯对外经济银行等金融机构分别与中国银行、 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工商

银行等签署人民币贷款协议ꎬ 在人民币清算、 投资、 银行间贷款、 贸易融

资和资本市场交易方面展开合作ꎬ 大大降低了融资和货币兑换成本ꎬ 为区

域内国家开展经贸合作提供便利ꎮ 以俄罗斯对外贸易银行为例ꎬ ２０１５ 年该

行人民币结算额超过 １ ２００ 亿元人民币①ꎬ 同比增长 ２５０％ ꎬ 人民币互换交

易额同比增长 １１ 倍ꎬ 达 １４２ 亿美元 (约合 ９２０ 亿元人民币)ꎬ 与中国多家

大型银行签署了金额达 １５０ 亿元人民币的贸易出口贷款协议ꎬ 人民币信用

证交易额同比增长 １２ 倍ꎮ 自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起ꎬ 中国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等

金融机构相继推出俄罗斯卢布、 哈萨克斯坦坚戈、 塔吉克斯坦索莫尼挂牌

交易ꎬ 办理人民币对上合组织成员国货币的直接兑换业务ꎬ 俄罗斯莫斯科

交易所、 哈萨克斯坦证券交易所也分别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和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启动

人民币兑卢布、 人民币兑坚戈挂牌交易ꎮ 俄罗斯莫斯科交易所数据显示ꎬ
２０１４ 年交易所的人民币交易量大幅增长ꎬ 增幅高达 ７ 倍多ꎬ 总金额达到

３ ９５０亿卢布 (约合 ４８０ 亿元人民币)②ꎬ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７ 日莫斯科交易所金

融衍生工具市场正式启动人民币与卢布期货交易ꎬ 俄财政部也计划 ２０１６ 年

在莫斯科交易所发行金额超过 ６００ 万元的人民币债券ꎮ
(二) 上海合作组织区域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前景展望

通过国际清算银行全球外汇交易数据 (Ｔｒｉｅｎｎｉａｌ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ａｎｋ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对人民币在上合组织区域

内各国 (包括成员国、 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 使用情况进行分析ꎬ 重点

对使用人民币的国家 ＧＤＰ 占区域内国家 ＧＤＰ 的比重、 使用人民币国家国内

金融机构的信贷总量占 ＧＤＰ 的比重、 使用人民币国家的 ＦＤＩ / ＧＤＰ、 使用人

民币国家的外汇储备总量 /三个月的进出口贸易额等数据进行分析ꎬ 对区域

内人民币使用频率作出判断和预测ꎬ 估算的人民币使用频率为 ５８％ ~ ６３％ ꎬ
与 ２０１４ 年上合组织人民币的实际使用比例 (３１ ９５％ ) 相差近 １ 倍ꎬ 这反

映出上合组织区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 人民币区域货

币地位尚未巩固的现实情况ꎬ 表明人民币国际化在上合组织区域内的发展

—７９—

①
②

杨舒: «石油贸易: 中俄为何抛弃美元»ꎬ «国际商报»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６ 日ꎮ
孙铭: «欧亚经济联盟为人民币走出区域化困境带来转机»ꎬ «欧亚经济» 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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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力巨大①ꎮ “一带一路” 建设为上合组织区域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了历史机

遇ꎬ 上合组织成员国、 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成为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

重点目标地区ꎮ 未来 ５ 年ꎬ 随着中国资本账户改革的进一步推进ꎬ 人民币

利率和汇率逐步市场化ꎬ 人民币在上合组织区域使用比例会大幅度提高ꎬ
与中国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国家会不断增加ꎬ 货币互换规模会进一步

扩大ꎬ 人民币将成为上合组织区域主要的贸易、 投资和金融交易计价货币ꎬ
成为更多国家的储备货币ꎬ 远期人民币、 人民币期权等外汇衍生金融工具

将得到进一步推广使用ꎬ 人民币离岸市场业务规模和交易比重不断扩大ꎬ
有望在 ２０２０ 年前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第二阶段目标———成为区域关键货币ꎮ

(三) 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内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随着 “一带一路” 战略的全面推进ꎬ 上合组织区域内人民币国际化迎来新

的机遇和挑战ꎮ 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政治经济影响力不断增强ꎬ 人民币作为区域

货币的地位不断巩固和提升ꎬ 人民币逐渐被上合组织各成员国的经济和金融主

体接受和使用ꎬ 流通领域和规模与日俱增ꎮ 这首先表现在上合组织区域贸易结

算方面ꎬ 不仅油气等大宗商品贸易采用人民币结算ꎮ 而且一般贸易也开始采用

人民币结算ꎻ 此外ꎬ 中国作为上合组织最主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出资方和组织者ꎬ
带动人民币资本的对外投资ꎬ 以人民币作为主要支付工具的电子商务在上合组

织普及和完善ꎬ 都为人民币在该地区的广泛采用奠定了基础ꎮ
美欧与俄罗斯围绕乌克兰问题展开的多轮制裁与反制裁使俄罗斯和中亚国

家货币出现大幅贬值ꎬ 给各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带来巨大压力ꎮ 导致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等国加速去美元化进程ꎬ 倡导采用区域内货币替代美元作为主要支

付手段ꎬ 降低对美元的依赖ꎮ 虽然俄罗斯卢布和哈萨克斯坦坚戈也积极谋求成

为区域货币ꎬ 但受两国国内经济发展的影响ꎬ 在上合组织区域内并不被广泛接

受ꎮ 近一段时间内ꎬ 其发展势头远远落后于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ꎮ
随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ＣＩＰＳ) 的推出ꎬ 人民币在上合组织区域的

跨境结算模式更加完善ꎬ 除了传统的代理行、 清算行及 ＮＲＡ 账户模式外ꎬ
新的适应人民币作为区域结算货币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要求也提上议事日

程ꎮ 如何使这些设施服务于跨境金融市场ꎬ 以保证这一市场的效率、 稳定、
安全与协调ꎬ 将有诸多工作需要进一步完善ꎮ

伴随着 “亚投行” 和 “丝路基金” 的成立和运营ꎬ 人民币信贷和投资

—８９—

①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 «人民币国际化报告 (２０１５): “一带一路” 建

设中的货币战略»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ꎬ 第 １１６ ~ １１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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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不断扩大ꎬ 中国与上合组织各国之间的金融合作也极大地推动了人民

币国际化在上合组织地区的发展ꎮ 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以及区域内产

业园区的建设和发展ꎬ 都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带来新的发展机遇ꎮ
(四) 推进上海合作组织区域人民币国际化的对策建议

人民币贸易结算体系和人民币投融资体系建设是上合组织区域内人民

币国际化发展的重点ꎬ 在搭建政策协调机制的同时ꎬ 应积极推动合作平台

建设ꎬ 创新人民币国际化合作模式ꎮ
１ 以规划为先导ꎬ 搭建人民币国际化政策协调机制

根据国际和地区金融市场的特点和需求以及 “一带一路” 战略构想对

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与合作的要求ꎬ 将上合组织金融合作与推进人民币国

际化工作相结合ꎬ 制定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为重点的上海合作组织区域金

融合作中长期规划ꎬ 建立上合组织区域人民币国际化信息共享系统ꎮ 完善

上合组织金融合作委员会定期会晤和协商机制ꎬ 深化各国金融机构间的沟

通联系和信息交流ꎬ 建立上合组织区域性信用评级机制和投融资担保机制ꎬ
加强政策制度、 合作项目及合作机制等方面的沟通协调ꎮ 鼓励和支持中国

金融机构 “走出去”ꎬ 在上合组织国家设立分支机构ꎬ 推动人民币跨境支付

系统 (ＣＩＰＳ) 的建立和完善ꎬ 扩大人民币跨境贸易和投资结算ꎬ 实现区域

金融服务网络全覆盖ꎮ 全面推动上合组织区域内人民币资金融通工作ꎬ 增

加人民币贷款额度ꎬ 扩大人民币货币互换规模ꎮ
２ 全面拓宽人民币信贷合作领域ꎬ 创新人民币国际化合作模式

从落实人民币国际化中长期发展目标的角度看ꎬ 在上合组织区域以人民币

为主要融资货币开展信贷合作具有广阔前景ꎬ 未来应将人民币融资支持的重点

领域从传统的能源资源领域逐步向基础设施、 高新科技、 新能源等非资源领域、
绿色经济及民生领域扩展ꎮ 要加强重点合作领域人民币融资支持力度ꎬ 以跨境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区域内产业合作为支点ꎬ 推动上合组织产能合作优势互补ꎬ
强化产业和项目对接ꎮ 积极创新人民币信贷合作模式ꎬ 搭建人民币投融资体系ꎬ
将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与国家经济外交战略相结合ꎬ 将援外资金与贷款资金相结

合ꎬ 整合项目融资、 银行授信、 银团贷款等多种金融合作方式ꎬ 推进人民币贷

款、 信贷资产证券化ꎬ 加快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ꎬ 开展离岸人民币业务ꎬ 支持

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等国信用等级较高的企业及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人民

币债券ꎬ 在中国香港、 上海和深圳等地上市融资ꎮ
(责任编辑: 李丹琳)

—９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