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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人 民 币 国 际 化 之 路

第一章
人民币国际化之路

第一节　人民币国际化路线图

1. 人民币为何要国际化

改革开放前，中国外汇储备很少，不够用。中国政府通过改革开放发

展外向型经济来获取外汇，然后用外汇来改善国内经济结构，比如从国外

购买一些国内需要的机器设备。哪知一不小心，中国在2010年底，外汇储

备达到2.85万亿美元，2011年6月份达到3.2万亿美元。

实际上，数年前中国外汇储备总量就已经是全球之最。通过发展外

向型经济，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工厂，以外贸方式带回大量的外汇收入，

同时，外资直接投资则以更直接的方式将大量的外汇引入国内。两者相

结合，中国外汇资产迅猛增加。但是中国又用不掉很多外汇，比如欧美武

器、技术都不向中国开放，变成中国手中有钱没地方用，于是国内有识之

士纷纷认为，买美国国债，可以保本并获得稳定的年度收益率。

但是，美国2007年的次贷危机、2008年的金融危机改写了这种稳定

的收益率状况。美联储推出1.25万亿美元的宽松货币政策时，美元急剧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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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给中国外储不安全敲响了警钟。

数年前，中国持有美国国债超过6000亿美元，到2010年底这一数字上

升到1.16万亿美元。美国金融危机动摇了中国持有美债的信心，但是又不

能大量抛售，因为一下子抛不完，变成把自己套牢。国内一些经济学家突

然发现，中国被美元绑架了。所以，2009年3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两

会上说“有点担心”中国的美元资产。后来，在中国与美国经贸峰会等各

种场合，中国提出美国要保证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的安全。从那时开始，

人民币国际化开始推动了。2010年8月，中国央行宣布，允许境外机构投

资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政府和公司债券，宣告了一个新市场的诞

生，即香港的人民币离岸市场。在此之前，境外金融机构只能投资它们在

岸持有的人民币。然而也有一些不合时宜的经济学家还在鼓吹买美国国债

很安全，有的官方经济学家在2010年还认为，中国外储不买美国国债没东

西好买，主要目的是保值而非赚钱。正是这样一些国内所谓的智囊鼓吹言

论，导致中国持有美国国债从数年前的6000亿美元上升到2010年底的1.16

万亿美元。这些鼓吹论者贡献了100%的增长额。2010年11月5日，我在媒

体上预测美国将抛美债推升美股，12月7—8日和14日，果然连续发生两年

来美国最大的美债抛售潮。就怕美国把所有其国内的债民变成股民，而剩

下的美国国债全部为海外持有时，美国可能会动赖账的策略了。

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推出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美联储1.25万亿美

元大量购买美国国债，造成国债收益率大降，美国国债大量抛出，资金迅

速流出美国，美元大幅贬值。这一事实一下子冲击了国内财政、央行、学

术界，到此时才发现中国巨量持有的美国国债被套牢了，而且美国可能通

过赖账方式来贬值，造成中国外储巨大的亏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

开始启动人民币国际化，想让人民币作为国际贸易、投资结算货币，减少

对美元的使用量，使得外储美元资产减少。所以，2009年以来，中国与很

多国家进行双边货币互换，在香港成立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2010年与马

来西亚林吉特不但进行双边货币互换，还让林吉特在中国银行间市场挂牌

交易；2010年与俄罗斯卢布不但进行双边货币互换，中俄两国都对人民币

与卢布进行挂牌交易，允许两国货币直接进行贸易结算，减少对美元的使

用。到2011年秋季，中国外汇交易市场取消卢布、林吉特的交易费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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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国际化进一步快马加鞭。

正当中国政府推出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时，国内一些经济学家想起了铸

币税①。他们认为美国历史上通过货币贬值赖账来逃避债务的负担，这相

当于收取铸币税，好像人民币国际化也能为中国带来新的国家财政收入。

我认为，收取铸币税已成为历史，人民币国际化难以收到铸币税，再说，

美国通过汇率大起大落赚取的差价套利是美元铸币税的3—4倍，我觉得这

个倒是可以考虑的主要方向。

对于人民币国际化带来铸币税的观点怎么看？

我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固然带来某些国际便捷，比如不用带美元，只

带人民币出国购物、旅游、投资，可以使用人民币在国际市场进行信贷投

资。但是，这与收取铸币税并不相干。

我认为，历史上美国之所以能够通过美元贬值成功赖账，是因为美元

曾经是全球唯一结算和储备货币，不用美元，国与国之间的交易就无法进

行，所以要储备美元，全球各国实际上是被动接受它的贬值，结果就是这

样被美国征收铸币税的。但是从现在来看，美元已不是唯一的国际结算和

储备货币。目前，美元结算占全球市场的60%，欧元相应为25%左右。假

使未来人民币结算占全球市场的25%左右，将使得美元从目前的60%下降

到40%左右，日元、英镑结算的全球市场占有量会被人民币挤去一部分，

这才是未来全球货币结算的三足鼎立格局：美元占40%、人民币占25%、

欧元占25%，甚至，人民币贸易结算最鼎盛时将能占到全球50%的市场。

这告诉我们，全球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将出现人民币、美元、

欧元三足鼎立的格局。所以，面对人民币贬值，各国完全可以选择欧元、

美元，“人民币国际化会带来铸币税”则成为一句废话。实际上，全球各

国也可以在美元贬值时选择欧元、人民币，美国通过赖账获取铸币税的时

代也已成为历史。有些经济学家在误导铸币税，说美元海外发行的数量减

去印刷成本、发行成本，剩下的就是铸币税，想想看，多么荒唐，如果这

些海外的美元回到美国进行采购，难道美国不接收吗？回到美国用美元吃

①　铸币税，也称为“货币税”。指发行货币的组织或国家，在发行货币并吸纳

等值黄金等财富后，货币贬值，使持币方财富减少，发行方财富增加的经济现

象。这个财富增加方，通常是指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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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等消费，难道不可以吗？我觉得，现在美国印钞票最多不支付利息。所

以，我认为让人民币通过贬值赖账的方式让全球买单的思想有些太天真。

2010年，我在媒体上撰文《中国金融需要中国特色》，对人民币国际化可

以享受铸币税的观点进行了批评。很明显，人民币国际化只会让中国更少

地使用美元，让外储总额见顶回落，而中国财政通过人民币国际化享受铸

币税则只能成为美梦。历史上让美元通过贬值赖账的土壤以后都不会出现

了，因为1945年美元称霸，而欧元到1999年才出现，这期间美元是全球唯

一的结算货币。后来美元脱钩黄金以及贬值，却没有世界货币可供选择，

各国只能接受美国赖账。现在世界货币有欧元、人民币以及日元、英镑

等，面对美元过度贬值时，全球资金如果纷纷选择欧元、人民币，抛弃美

元，美元将有可能面临一贬到底或雪崩的可能。所以，环境变了，还用老

眼光看新事物，注定会闹出笑话。

从2007年以后的欧美元趋势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美元大涨，

2009年一季度，美联储动用1.25亿美元买资产，导致美元从2009年3月跌到

当年12月初。但是，迪拜债务危机、希腊债务危机、冰岛银行债务危机，

改变了美元单边贬值的趋势，结果从2009年12月初到2010年6月13日处于

升值周期，说明美元不会碎。从2010年6月13日到2011年5月5日，美元由

于QE2①的推出而贬值，但是从2011年5月5日到10月份，由于欧洲主权债务

危机导致欧元下跌，美元被动上涨，另外美国经济数据并不看好，导致股

市下跌，美元被动升值，于是美元指数从2011年5月5日的72附近上升到10

月份的79.5附近。只要美元市场占有率还是全球第一，还是作为欧元的对

手，那么，美国还是可以推出QE3的。如果美国推出QE3救房市，对美国

消费有立竿见影的作用，短期会使美元贬值20%左右，但是欧洲不断发生

债务危机，到时欧元贬值变成推升美元之手。所以，未来3—5年内，中国

①　指第二次量化宽松。自2010年4月份美国的经济数据开始令人失望，进入步履

蹒跚的复苏以来，美联储一直受压于需要推出另一次的量化宽松：第二次量化宽

松(QE2)。2010年11月，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宣布，将再

次实施60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计划，美联储发货币购买财政部发行的长期债

券，每个月购买额为750亿，直到2011年第二季度。这就是QE2，即所谓美联储的

第二次量化宽松政策。QE2的目的是通过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压低长期利率，借

此提振美国经济，特别是避免通货紧缩，并降低高达9.6%的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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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担心美元，需要担心的是美债的大跌不起。 

行文至此，我们发现，人民币国际化既不能产生铸币税的好处，也不

能直接减少外储存量总额，只是对以后的外储增量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

我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就是创造一个多使用人民币少使用美元的国际经贸

环境。若上文描述的未来美元、欧元、人民币三足鼎立的形势得以实现，

那么，虽然中国出口美国带回的还是美元，出口欧洲就可以带回美元，也

可以带回欧元，而出口东南亚、非洲、俄罗斯、印度、南美洲等国时，就

可以用人民币进行结算了，这样，带回中国的美元量就少了。但是，中国

外储中已拥有大量美元，人民币国际化并不能减少外储存量的总额。

那么，对于存量外储，我们该怎么办呢？

2010年4月22日，我在媒体上撰文《中国如何操盘美国国债》，认为

欧元在2010年4月份以后的继续贬值通道中可以抄底了。如果陆续建仓，

欧元兑美元的平均价在1∶1.25以下，那么下半年欧元只要贬值超过10%，

即1∶1.335以上，就可以套现了。2010年下半年最高到1.428附近，回调到

1.31附近后，又冲击到1.35以上，后来又下降到1.31附近，到2010年12月31

日，欧元兑美元又到1∶1.3377。由此可见，欧元在1.335以上套现机会很

多。到了2011年5月5日，欧元升到1.49附近，套利机会仍然很多。在此期

间，欧元外汇交易市场每天的成交量达到1万多亿美元、美元外汇交易市

场每天的成交量达到2万多亿美元，由此看来，我对中国外储套利欧美元

货币空间的判断是合理的、科学的，进出方便。

实际上，即使按国内一些官方经济学家认为的“外储目的在于保本不

在于获利”的思路来看，只要中国持有1.3万亿美元和价值1.3万亿美元的

欧元，就不会损失成本了。因为这边的损失正好等于那边的获利，这才是

最安全最保本的笨办法，但实际情况是，在我国的外储中，欧元资产价值

6000多亿美元，其余为2万亿美元资产，两边布局资金总额并没有对等。

综上，我认为：1.人民币国际化只是减少外储增量总额，但不能减少

外储存量总额；2.人民币国际化后，将与美元、欧元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从而缺乏当年美国历史上单一货币独占天下好赖账的市场环境，人民币通

过国际化享受铸币税则只能成为某些经济学家的美梦而已；3.现实虽然并

不支持人民币享受铸币税，但是能享受到美元大起大落带来的巨大套利空



006

人 民 币 要 说 话

007

间；4.人民币国际化为中国与东南亚、非洲、南美洲、俄罗斯、中亚、西

亚等国之间的经贸往来带来了货币结算的方便，不但减少了这些地区的外

贸结算风险，也减少了这些地区的美元使用量。

欧美由于金融危机导致钱袋干瘪，人民币就可以通过对欧美信贷、采

购和投资的方式挤进欧美地区的市场，而流到欧美地区的人民币又可以通

过支付中国外贸或对中国投资的方式回到中国，这将减少欧元和美元的国

际使用空间。当然，欧美也可以通过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往来把人民币挤出

去，这也是减少欧美元的国际使用空间。欧美也可以把手中人民币与中国

央行进行互换，换回欧美元，如果是这样，中国央行手中的美元总量就会

下降。由此可见，人民币国际化不但能在亚洲、非洲、南美洲、俄罗斯占

领市场，还能通过对外投资、信贷、采购等方式挤占欧美元的本土市场和

国际使用空间。但是，这与铸币税无关，如果中国做到这一点，全球货币

结算市场可能改变成美元占35%、人民币占35%、欧元占20%的格局。仍然

是三足鼎立，仍然无法享受人民币国际化的铸币税好处。所以，我劝告国

内经济学家们、决策者们，断了享受人民币国际化带来铸币税的念头。

2. 人民币国际化流行路线图准吗

1996年12月1日，我国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第八条款，实

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但问题是，要让海外国家央行、银行、企业

手中有人民币，才能进行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怎么办？2008年12月12

日，中国央行与韩国央行进行了1800亿元人民币的双边货币互换。2009年1

月20日，中国央行与香港金管局进行了2000亿元人民币的双边货币互换。

2009年2月8日，中国央行与马来西亚央行进行了800亿元人民币的双边货币

互换。2009年3月11日，中国央行与白俄罗斯央行进行了200亿元人民币的

双边货币互换。2009年3月24日，中国央行与印度尼西亚央行进行了1000亿

元人民币的双边货币互换。2009年3月29日，中国央行与阿根廷央行进行了

700亿元人民币的双边货币互换。中国央行在四个月里一鼓作气向全球铺

开6500亿元人民币。休息了一年又四个月后，于2010年7月23日，又与新加

坡央行进行了1500亿元人民币的双边货币互换。

2009年初，中国央行与香港金管局签订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有效期

为3年，但是截至2010年10月底，人民币就全部用完了，当时预计到2010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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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还需要100亿元左右的人民币，才能应付香港人民币贸易结算。于是，

2010年11月初，香港金管局不得不与中国央行再度启动百亿货币互换。问

题是，2011年9月，香港人民币存款达到5700亿元，一样面对美元对欧元上

涨，香港的人民币对大陆人民币贬值2%，这是离岸人民币兑美元贬值的结

果，我认为，银行可以动用500亿美元进入香港买进人民币，顺便把手中

的500亿美元带出海外，减少美元外储，当然也可以等以后美元贬值、香

港人民币升值时，抛出离岸人民币，大概能获利15%左右，这比持有美债

好得多。所以，中国外储玩转海外的标的物多了。

目前还只是部分国家和地区与中国央行进行了双边货币互换，在全球

仅仅是开了个头，以后会循序渐进地展开。实际上，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

的范围也在循序渐进地扩大。

2008年12月24日，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对广东和长江三角洲地区

与港澳地区、广西和云南与东盟的货物贸易进行人民币结算试点。2009年

4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上海、广州、深圳、珠海、东莞5城市开

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2009年6月29日，内地与香港签署备忘录，

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业务，这标志着香港作为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正式启

动。2009年7月2日，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税务总

局、银监会共同制定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正式对外公

布。2009年7月6日，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在上海正式起动。中国银行

上海分行、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完成第一笔由内地企业出口香港、贸易货款

经中银香港汇入内地的跨境贸易人民币汇入汇款业务，以及第一笔跨境贸

易人民币汇出汇款业务。人民币贸易进出结算拉开了序幕。2010年6月16

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李东荣在哈尔滨表示，包括黑龙江在内的20个

省份进入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区，而境外试点扩大到全球所有国家和

地区。2010年6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税务

总局和银监会联合发布《关于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有关问题的通

知》。从前一次5城市扩大到北京、天津、内蒙古、辽宁、上海、江苏、

浙江、福建、山东、湖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云南、吉

林、黑龙江、西藏、新疆等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业务范围包

括跨境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其他经常项目结算。不再限制境外地域，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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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可以按市场需要来选择使用人民币结算。

对于人民币国际化路线图，国内流行的有两种观点。一种为从贸易结

算到资本结算再到国际储备货币，另一种为从经常项目到资本项目再到自

由兑换。那么，这两个路线图是否准确呢？

我认为不准，因为现实情况并非如此。

比如2010年10月29日，“新疆跨境贸易与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启

动，这是中国首个开通跨境投资人民币结算的地区。按常理来讲，要等到

跨境贸易结算大量进行成为规模以后，才进行跨境投资人民币结算的。而

实际上，截至2010年10月底，大陆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总额为800亿元，香

港相应为1700亿元，其中90%为进口结算额。2500亿元跨境人民币结算额

与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2.3万亿美元的规模相比，约为六十分之一。

比如，2010年11月份，保加利亚的Tavex黄金与外汇交易公司开始挂

牌交易人民币，这意味着人民币在保加利亚可自由兑换。Tavex公司自由

兑换的人民币现钞从其设在爱沙尼亚的总公司调拨而来，而总公司的人

民币现钞是从苏格兰皇家银行购买的。Tavex公司是保加利亚第一个从事

实际买卖人民币现钞的外汇交易公司。11月8日，“塞尔迪卡”商业中心

的外汇交易牌上显示，人民币对保加利亚列弗的买入价为1∶0.208，卖出

价为1∶0.219。而保加利亚央行公布的人民币对列弗汇率中间指导价为

1∶0.21。实际上，未来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将出现越来越多的这种从事人

民币买卖的公司，只需到跨国大银行去购买人民币现钞就行了。而这些国

际跨国银行通过从中国央行购买人民币，从海外居民手里的人民币存款中

获得人民币现钞，从人民币对外直投、采购、信贷等方式中获得人民币，

于是他们批发人民币现钞给国外公司，获得相应的服务费用。于是我们看

到，人民币在国际上将进入批发和零售渠道了。

比如2010年8月19日，由央行上海总部、上海市金融办等十多个部

门联合召开“上海市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扩大以及相关工作推进会

议”，下发了《关于促进本市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及相关业务发展的意见

（送审稿）》。该意见表述，上海将鼓励银行和企业开展部分资本项下人

民币结算试点。银行和企业在方案完备、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可开展跨境

人民币项目融资、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等与贸易活动密切相关的资本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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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结算业务。鼓励在国际招标业务中，政府依法采购进口产品应积极

推进采用人民币结算。在利用外资、大宗商品进口、对外援助等领域深入

探索跨境人民币结算的可行性。为了向境外供应商支付人民币款项，各银

行可按照有关规定为境外供应商开立“非居民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专

门用于跨境贸易项下人民币收付结算。对符合条件的人民币对外投资项

目，可按规定享受上海市相关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

通过以上新疆、保加利亚和上海市三个例子，我们发现人民币国际化

路线图涉及的贸易结算、资本结算、国际储备货币，虽然有短暂的时间先

后，但基本上可算做是同步进行的。而涉及跨境人民币的经常项目、资本

项目和自由兑换，也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只不过是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

资本结算和国际储备货币都仅仅进行了一点点而已，跨境人民币经常项

目、资本项目和自由兑换也是如此。

所以，国内流行的两个人民币国际化路线图只能做参考，实际上的路

线图是千姿百态的，随着环境的需要而临时决定推出相应的内容。这种摸

着石头过河，随时根据需要推出相应的内容，才是真正的人民币国际化路

线图。

3. 人民币结算全球路线图

人民币国际化涉及到人民币全球结算，既有离岸人民币结算的全球

化，又有在岸人民币结算的全球化。

离岸人民币结算如何全球化？

香港已成为首个离岸人民币结算中心。2010年，香港占据人民币外贸

结算市场总额的75%。我预测2011年该数据将下降到50%左右，因为中国

更多地区在2011年可以进行这项业务了。

虽然现在有国际大投行进行人民币结算业务，但是这毕竟是外资投行

在办理，不属于中国官办的，变成受制于海外。所以，在全球各洲设立人

民币离岸结算中心是必然的，这也是为了方便海外持有人民币的机构、个

人、国家，能更好地利用手中人民币，进行储蓄、买人民币债券、投资中

国股市，在离岸人民币微贬时，可以进行人民币理财。很明显，人民币离

岸结算中心的全球扩展，必然带动人民币理财的全球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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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离岸人民币结算中心要开到各大洲去？

这是因为，全球各国机构、个人、国家到香港进行人民币结算很不

方便，来回费用也很大。虽然现在国际投行下属营业部连锁店能进行人民

币结算业务，但是人民币储备量有限，难以支撑人民币离岸结算的庞大

市场。所以，需要中国政府官办的离岸人民币结算中心在全球设立连锁机

构。

由于当前全球已经有美元、欧元两大主要结算货币区，尤其是美国

和欧元区，成为欧、美元结算的重镇和堡垒，难以进攻。所以，人民币离

岸结算中心连锁化的目的地选址也要以先易后难的方式进行。我认为，香

港离岸人民币结算中心可以辐射东南亚、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一带。由

于马来西亚林吉特已经在中国银行间市场挂牌交易，中国可以成立马来西

亚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根据中国银行间市场马来西亚林吉特与人民币汇

兑价格进行操作就行。中国可以用相同的方法在美国、俄罗斯、英国、日

本、欧元区等成立人民币的双边货币结算中心。

通过以上表述，我们发现，人民币双边结算中心可以与任何一个国家

进行，只要对方国家货币在中国银行间市场挂牌交易，就有可以作为参考

结算的“锚”。所以，人民币国际结算要想提速，只须通过人民币双边货

币互换和对方货币在中国银行间市场挂牌交易就行。至于对方对人民币进

行挂牌交易与否并不重要，因为人民币在对方国家的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

只需盯住中国银行间人民币双边货币互换价格的锚就行。但问题是，一旦

对方国家也让人民币进行挂牌交易，而且出现两方比价不一致，怎么办？

这是一个中国政府到现在还没有正视过的、也没经历过的难题。我认为，

人民币在对方国家的离岸结算中心，应以对方国家的外汇交易市场比价为

锚。如果没有人民币交易，就以中国银行间人民币与对方货币的交易比价

为锚。这样，人民币与对方货币在两国货币交易市场可能出现差价缺口，

不排除一些资金利用缺口选择在海外国家结算或在中国结算。很明显，中

国可以通过控制缺口来控制热钱的流向。这样，中国外管局控制热钱有了

新的工具。

对于没有在中国银行间市场挂牌交易货币的国家和地区，可以先用人

民币与美元或欧元的汇价和当地的货币与欧美元的比价进行转换。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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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可以先开起来，等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在中国银

行间市场挂牌交易时，再选用人民币与对方货币的交易价格为人民币离岸

结算中心参考的锚。

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不仅在双边货币上可以进行国家层面上的设立，

也可以在洲际层面上进行设立。对于欧洲，笔者认为，人民币离岸结算中

心可以设在列支敦士登、摩纳哥、圣马力诺等迷你国，这样阻力小，相对

容易，而且欧洲到这些小国来去自由，这是欧洲的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

可以在马来西亚、巴基斯坦设立南亚、西亚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在智利

设立南美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在南非、苏丹可以设立非洲人民币结算中

心。人民币离岸洲际结算中心，可以通过欧美元转换方式进行，也可以通

过选取当地有代表性的货币在中国银行间市场挂牌交易，并作为该地区人

民币离岸结算中心转换指定的货币。这样，该洲际多国货币就可以该国货

币为转换货币进行计价。实际上，中国可以通过扶持某国货币成为转换货

币来控制外交关系，因为被选中国家的货币一下子上升到该洲际的货币领

头羊地位。

在岸人民币结算中心如何全球化？

新疆成立人民币直投结算中心，重庆成立总部经济结算中心。实际

上中国境内各地可以错位经营人民币国际结算中心，比如人民币全球债券

结算中心、人民币全球信贷结算中心、人民币全球资本市场结算中心、人

民币全球利率结算中心、人民币全球拍卖结算中心、人民币全球煤炭业交

易结算中心、人民币全球基建结算中心，等等，当地政府要给予税收、房

租、用地等方面的扶持，这同时也有利于地方政府提高没有污染的服务业

占经济的比重。

由此可见，各种行业的人民币全球结算中心，有关企业的融资、债

券、研发、品牌、并购、渠道等人民币全球结算中心，有关各类区域、次

区域国际合作的人民币全球结算中心，都可以开发，关键在于如何整合好

各种人民币全球结算中心的资源，如何利用各类人民币结算中心带动国际

旅游热、论坛热、活动热、购物热、宾馆热、客流热、物流热、展览热，

等等。所以，人民币在岸国际结算中心能拉动中国向消费型经济转型。洲

际高铁、国内高铁、航空业是基础硬件，各类人民币在岸国际结算中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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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这一块国内各地政府还没有进行深远地规划和开发。

人民币国际化结算并非仅仅指人民币离岸结算，也包括各类国际业务

的人民币在岸结算服务。很明显，人民币出国是利用人民币来进行全球各

种经贸活动，而结算地，则国内外都有。离岸基本偏重于外贸、采购、投

资、融资等人民币结算业务，在岸基本上偏重于行业、企业等中微观层面

的人民币结算业务。当然没有绝对的泾渭分明、楚河汉界，中微观人民币

离岸结算中心也是可行的。

4. 人民币计价全球路线图

人民币计价就是用人民币标价，中国国内所有的商品一律按人民币计

价，比如香烟、股价、楼价、菜价、黄金、火车票、拍卖物品。但是，在

国际市场，却非所有商品都用人民币标价，所以，人民币国际化首先是在

外贸结算上用人民币计价，接下来在对外信贷、对外投资、允许境外金融

机构发行人民币债券、香港H股在2011年发行新股上都改为人民币计价。

尽管如此，其他国家的商品也不可能全部用人民币计价，所以，中国只能

尽量争取更多国家在更多商品上用人民币计价，却不可能穷尽一国之所有

商品用人民币计价的。

2011年1月4日，世界银行宣布在香港将发行总额5亿元（约合7600万

美元）的两年期人民币债券。世行可以把人民币债券贷款给非洲或欧元区

债务危机国家，这些国家再用人民币债券向中国购买商品，或对中国进行

投资，或到香港进行H股投资。这就是目前国内的人民币回归路线所能投

资的标的物。但是，非洲和欧洲等国投资者采购时使用人民币并不方便，

我们的人民币计价全球路线图显然是不够的，怎么办？

我早就认为，中国需要到全球各国去建一个中国城，卖中国产品，用

人民币标价。这样，任何一个国家不出国门就能用手中的人民币采购中国

产品，用不着到中国来采购了，这样使用人民币太方便了。对于中国城的

中国摆摊者，由于收进的是人民币债券，不存在汇兑风险。

但问题是，中国城的摆摊者收进人民币债券后怎么办？

我认为，中国银行业需要配套跟进，把国内美元带出去，也可以让

外贸企业的外汇存进银行。当地中国城的摆摊者把人民币债券交给银行换

回美元作为在海外的生活费用，也可以进货，当然也可以用人民币债券通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