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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远 
（大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北京，100004） 

【摘要】本文首先简要回顾了人民币自2005年汇改以及2010年二次汇改以来的升值历程，着重分析了自

二次汇改之后，人民币呈加速升值之势给中国的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各项相关业务和银行业整体

稳定性带来的各项挑战。同时根据这些挑战和问题，提出了商业银行稳中求进的相应对策。 

【关键词】汇改 人民币升值 商业银行 外汇 挑战 对策
 

 2010年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

性，对人民币汇率浮动进行动态管理和调节。二次汇率改革拉开序幕。央行强调，此次汇改重在坚持以

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 

 就在五年前的7月21日，中国正式宣布启动人民币脱钩美元的汇率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

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

民币汇率机制。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一次性调高2%，为8.11元人民币兑1美元。

2007年5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千分之三扩大

至千分之五。2008年4月10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首度“破7”，达到6.9920元人民币兑1美元。

2008年下半年-2010年6月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人民币停止了升值走势。 

2010年6月19日的二次汇改重启了人民币升值的进程，截至2011年3月31日，人民币汇率屡创历史新

高，达到6.5564，六年来已对美元升值23.7%。而且二次汇改之后，人民币升值出现了速度加快，波动

幅度加大的特点。汇改重启是中国经济改革深化必须走的一步棋。那么，面对这次汇改带来的人民币加

速升值，有着近80万亿资产的庞大的中国银行业将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 

一、人民币升值加大银行资产负债管理难度。
 

人民币升值对银行资本负债管理的挑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银行外币资本金的影响。银行的外币资本金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在境外股票市场通过

IPO募集到的外汇资本金；二是通过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认购股权形成的外汇资本金；三是国家通过外

汇储备注资方式形成的外汇资本金。当前我国银行的外汇资本金数额较大，币种结构较为单一，美元占

比过高。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使资本金的规模随之变化，尤其是人民币大幅升值使得商业银行的资本金严

重缩水，增加了商业银行的汇率风险。汇率风险的加大导致银行风险资产总额的增加，两股力量的作用

使得资本充足率有所降低，进一步加大了银行的风险水平。 

二是对外汇负债的影响。银行的外汇负债主要包括企业和居民的外汇存款以及外汇债务。随着人民

币升值的加速，企业和居民对于人民币汇率的敏感性日益提高，升值预期也不断加强，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会选择放弃持有外币而转持人民币，外汇存款规模将大幅缩小。 

三是对外汇资产的影响。汇率变动会影响外汇贷款的融资成本，从而对外汇资产规模产生较大影

响。在人民币升值压力下，外汇存款比例下降，而由于借入外汇结汇成人民币的融资成本降低，企业和

居民对于外汇贷款需求增加，外汇贷款余额不断提高，从而造成了存贷比的不断攀升，资产和负债出现

严重不协调的局面。同时，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不断升温使得中长期外汇贷款的比重不断增加，外汇资产

结构不平衡，增加了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  

二、人民币升值使银行各项业务经营面临考验
 

一是外汇资金业务受到严峻考验。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加强使得外汇存款不断缩小，一方面银行希望

通过推出更多的外汇理财产品抑制存款减少，另一方面，更多的外汇资金却希望通过即时结汇以减少损



 

失，因此减少了对外汇理财产品的需求，所以商业银行的外汇理财产品和其他外汇衍生产品业务发展受

到了严峻考验。 

二是国际结算业务结构变化加大，总量不确定性增强。人民币升值在鼓励进口的同时抑制出口，进

口行业的相对价格降低，进口额升高，进口结算业务量随之增加；而出口价格的相对提高降低了出口产

品的竞争力，出口规模缩小，出口结算业务量相对减少。而且自2010年6月央行等六部委宣布扩大人民

币跨境贸易的试点范围以来，人民币贸易的结算量不断攀升，其占国际业务结算量的比重呈现逐渐加大

的趋势。 

三是信贷业务质量受到影响。汇率变化影响不同的进出口行业的景气程度，进而对商业银行的信贷

业务和信贷资产质量产生间接影响。人民币升值对出口比重较大的行业、进口替代行业产生较大冲击，

其经营利润的严重减少直接影响偿还贷款的能力。而中国过去以来一直是个出口导向型的国家，大部分

的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被蚕食。随着企业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的下降，将会增大银行在相关行业的贷款

风险，从而影响银行的贷款质量。据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的调研报告：将近57％的中小型

出口企业税后利润率集中在5％以内，利润率在5％-10％的占28％，10％-15％的则只占9.57％，高于

l5％的只有5.45％。可见，人民币升值愈迅速将会对行业利润的冲击愈广泛，对银行的信贷业务影响也

愈大。 

 三、人民币升值加速将使银行体系的稳定性面临威胁
 

    人民币升值给大量国际游资带来巨大的吸引力，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可能遭受损害。通常情况

下，当一国的货币面临升值压力或持续升值时，在升值前如把外币换成本币，一旦本币升值，投资者再

将本币兑换成外币，这样就可以获得与升值幅度相对应的本币升值收益。因此，这会吸引大量国外投资

者投资该国资产，从而引起巨额的国际游资流人。我国自2005年汇改开始，人民币汇率呈现出缓慢盘升

的趋势，中国的外汇储备在此期间也由2005年底的8188.72亿增长到2010年底的 28473.38亿，翻了近

3.5倍。去除中国经济发展的正常外汇积累，国际热钱及游资的迅速进入也是外储激增的重要因素。这

些国际游资进中国一方面豪赌人民币升值，另一方面流人中国的股票、房地产市场以及各种投资品市

场，推高了各个市场中商品的价格。 

 我国近年来虽然在金融监管方面加大力度，但整体监管体系还是相对较弱，并存在滞后性，金融

市场功能尚不完善。国际游资的大量流入，将必然威胁到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发展。首先，它将直接对

我国国际收支造成冲击，使其面临越来越大的不稳定性。其次，国际游资的大量进入导致我国货币投放

量快速增长，成为通货膨胀的元凶。最后，大量的国际游资注入我国的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以及各种

投资品市场，使得这些市场出现大量泡沫，其隐藏的市场风险也显而易见。这些都将会给我国金融体系

的稳定带来危害，而银行是金融体系中最重要和最核心的环节，也是最先和最容易受到冲击的环节。 

 商业银行面对人民币加速升值带来的挑战，要保持稳定的增长，虽不容易，但并不是无路可循。

银行要迎难而上，把握机遇，直面挑战，改革创新，不断完善管理体系和制度体系，提高经营管理效率

和竞争力，稳中求进。 

一是保持合理的外汇资产负债结构、期限结构以及币种结构，减少单一资产的持有额，增持其他币

种外汇资产，保持外汇资产的多元化；用市场化手段提高外汇贷款利率以控制贷款增速，通过提供优质

高效的外汇管理服务以吸引外汇存款，采用积极主动的管理方式调整外汇存贷款，保持合理的存贷比，

降低流动性风险；完善资本充足状况的监控机制和调节机制，保持适当的资本充足率，在有效控制风险

的前提下提高资本利用率。 

二是在保持流动性和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扩展国际结算业务，针对不同行业对汇率变化的不同

影响采取不同的营销模式；大力发展贸易融资业务，如福费廷、保理、打包放款、出口押汇等；提升外

汇资金业务的创新能力、管理能力和盈利能力，推出满足客户需求的外汇理财产品和外汇衍生产品。 

三是优化信贷业务的行业结构和客户结构，在确定信贷业务的行业结构时要充分考虑汇率变动对不

同行业的影响程度，分析行业应对汇率变化的成本收益控制能力；在确定信贷业务的客户结构时要严格

审批客户的信用状况、经营状况以及盈利能力；开发能有效规避和管理风险的金融工具，严格控制信用

风险，增强抵御信用风险的能力。 

四是配合国家的金融体系政策，在银行的日常各项业务办理过程中，严格根据合规要求执行各项监

管制度，把热钱流入的可乘之机降到最低，从源头上遏制其对商业银行和金融体系带来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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