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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压抑的外汇需求将逐步释放(文亮；4月17日)

文章作者：文亮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宣布的六项外汇管理政策调整，是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使人民币向可兑换货币又迈进了一大步，从长

远看将有利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此次调整进一步放松了外汇收入和支出的限制，有助于更好满足境内机构及个人持有、使用和投资外汇的需求，拓宽汇率形成的市场供

求基础，因此，这也是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重要配套举措。随着外汇管理体制改革逐渐深化，市场扭曲逐渐减少，过去被压抑的外汇

需求逐步释放出来，必将对现有外汇供求格局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人民币汇率走势。如果坚持定式思维，忽视制度环境变化，对未来人民币

汇率走势的判断就很可能失之毫厘、谬之千里。 

  便利服务贸易和个人因私用汇 

  1996年底，我国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完全可兑换。但是，为区分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交易，我国仍坚持真实性审核，要求企业和个人

经常项目用汇必须提供相关单据或证明，由银行或外汇局核查真实性以后才可以办理购付汇手续。这导致凭证要求繁琐、手续比较繁杂，一

定程度抑制了相关的用汇需求甚至影响了上游相关交易。 

  本次政策调整，通过简化购付汇凭证和手续，实行年度购汇总额管理等，淡化了真实性审核要求，将大大便利服务贸易和个人因私用

汇。例如，法规不明确的服务贸易售付汇，过去分三档进行管理：5万美元以下的直接在银行柜台办理，5-10万美元之间的在当地外汇局核

查真实性，10万美元以上的还要报总局审核。现在改为，10万以下的直接在银行办，10万以上的在当地外汇局办，不用再跑总局了。 

  而且，长期困扰企业的服务贸易用汇需提供税务凭证的问题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企业和个人相关用汇免提交税务凭证的限额分别

由1000和500美元提高到了5万和5000美元。 

  再如，过去，尽管个人可在银行直接买汇的指导性限额较高，但要求提供的凭证也较多，所以有些人宁可去黑市买汇或者朋友间相互调

剂也不愿去银行。而现在，一年中，每人无须提供任何凭证，就可在银行购汇2万美元；超过2万美元的用汇也无须跑外汇局，持相关证明

材料，经银行核实后直接购汇。相信，此举将有利于吸引个人到银行购汇。 

  另外，过去企业开户都要到外汇局事前核准。实行新政策后，企业只要一次性在外汇局办理基本信息登记以后，就可以直接去银行办理

开户手续和核定账户限额。而且，过去外汇账户限额的核定只单项参考外汇收入，现在则将收入与支出加总起来一并考虑，并允许进口提前

购汇存入账户，这有利于进一步增强进出口企业资金运用的灵活性。 

  开通一条新的外汇资金流出途径 

  我国目前已经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实现人民币完全可兑换剩余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资本管制的存在影响了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配置，且不利于分散风险。尤其是“宽进严出”的管理，还在当前经常项目盈余较大的情

况下，导致了跨境资本流动对国际收支调节的市场机制缺失，成为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的体制性障碍。 

  这次资本项目外汇管理政策的调整，都是进一步拓宽资本流出的渠道。其中，银行和保险机构是在现有允许用自有外汇理财或投资的基

础上，扩大到允许购汇。而证券类机构虽然还只是限于募集境内机构和个人的自有外汇资金进行对外组合证券投资，但毕竟开通了一条新的

资金流出途径，算是迈出了可喜的一步。由于上述对外投资渠道都是通过机构进行的，且均有额度控制，因此风险是基本可控的，不会酿成

资金大进大出的风险。 

  由于在起步阶段，购汇额度或者总投资额度可能不会太大，所以不能期望这些措施短期内对于缓解国内外汇供大于求的状况，减轻人民

币升值的压力发挥太大的作用。这些政策实施更现实的积极意义在于，一方面，境内金融机构通过拓展和开办这些业务，进一步融入国际金

融市场，在实战中不断锻炼和提高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增强抗风险能力。另一方面，境内机构和个人通过直接或间接参与这些业务，可以

更好地分散投资风险、提高投资收益。再者，在国内本外币资金都相对过剩的情况下，通过增加投资品种，降低因过多资金追逐境内有限投

资机会所可能诱发的境内金融市场泡沫化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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