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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基本面 

 

人民币“入篮”倒逼金融市场改革提速 
 

下一步，我国金融市场与全球金融市场将更加密切联系在一起 
 

本报记者  姜楠 
 

  北京时间 12月 1日，人民币加入 SDR终于成行。在《世界的人民币》作者、中国建设银行

总行高级经理孙兆东眼里，这只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一个“驿站”，“我们会面临与国际金融

接轨的问题，接下来是怎么样管理的问题。”在中国金融信息网举办的人民币时代人民币加入 SDR

影响与展望研讨会上，孙兆东率先提出了这个问题。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的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合作研究部主任刘英认为，下一

步，国内金融改革会加速推进，加快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我国的金融市场与全球金融市场将更

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确实，国内金融市场不断开放，人民币汇改十年，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中国作为贸易大国，

人民币的贸易地位自不待言，而进入国际储备货币行列后，将倒逼金融市场改革的深化，提升国

内宏观管理和风险承受能力。昆仑银行战略投资发展部总经理助理李建军表示：“我们在推进人

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包括下一步的金融改革还要继续做，而且还要做得更好，这样我们才有更大

的机会让更多国家和国际投资者认识人民币，使用人民币。” 

  中信银行金融市场部外汇交易处处长孟超则认为，人民币加入 SDR 之后，将继续推进市场

化改革，央行或退出常态式干预，境内外市场逐步融合双向开放应该是一个方向。孙兆东则更关

注风险管理，他认为，首先是提高风险管理的能力，无论国家、企业甚至个人，都要提升风险管

理能力，越开放越需要提升金融风险管理能力。 

  参与上述研讨会的专家认为，人民币加入 SDR 之后，下一步需要考虑增加人民币交易的市

场参与者，而债市开放应优先考虑。与此同时，债券市场等人民币交易体系的软硬件设施建设也

要提上日程。 

  “如果说分步走的话，我觉得债市可能更确定一些。”李建军说。 

  刘英也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国内的债券市场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对外开放都将有

一个较大提升，需要构建更加便捷完备的人民币回流机制。同时，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将

会加速推进，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会加速。 

  孟超表示，人民币加入 SDR 相当于拿到了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一把金钥匙，所以应该是双

向流动和融合的过程。包括资本市场、债市都应该是双向融合的。“目前境外机构参与债市交易

比例很低，整个市场容量都需要有深度和广度的提升，债市、汇市都一样，整个体量要增加。” 

  孙兆东则认为要增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更多更加广泛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和离岸

中心，这对推进下一步人民币国际化和应对 SDR 之后境外配置人民币资产带来的冲击具有至关

重要的意义”。 

  “金融改革交易是一方面，清算体系、托管体系也很重要。”孟超补充说，境外央行进不进

来，清算体系没有纳入到全球清算体系里去，包括清算时间、清算费用、清算安排，这些目前都

跟国际清算体系是脱钩的。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张超则表示，人民币国际化要学德国，它的国际化是有

管制的国际化，是以强大制造业为基础的逐步的国际化，最后才是金融体系的最终完善和之后的

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