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资要点： 

 2 月外汇储备较上月减少 88 亿美元至 31067 亿美元，仍稳定在 3 万亿美元之

上。造成外储减少的原因有四：一是因企业、居民的银行结售汇行为和央行在

外汇市场上操作等引起的交易因素，预计使 2月外汇储备减少 160亿美元左右；

二是受汇率、价格等非交易因素变动引起的估值效应，使外汇储备增加约 69

亿美元；三是境外机构配置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使外汇储备增加 100 亿美元；

四是预计 2 月受疫情影响，贸易逆差为 100 亿美元左右，今年前两月外汇储备

较去年底减少 12 亿美元，但同期贸易顺差大幅下降 543 亿美元，因此贸易成

为外汇储备的重要拖累因素。 

 交易因素：预计耗费外储 160 亿美元左右。2 月美元指数有所上升，较上月末

提高 0.79%；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由 1 月末的 6.9300 升至 2 月末的 6.9896，人民

币对美元贬值 0.86%，变化幅度大于美元指数，表明了人民币汇率弹性有所加

大。在央行加强外汇管制措施和新冠肺炎疫情引发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

景下，预计 2 月银行结售汇逆差有所增加，在 50 亿美元左右。央行为满足用

汇需求和其他干预，预计发生外储损耗 110 亿美元左右，短期跨境资本流动仍

相对平稳。 

 非交易因素（即估值效应）：预计使外汇储备增加 69 亿美元左右。一是价值重

估（指上一期外汇储备投资海外债券、股票等资产带来的收益），2 月美国国

债收益率环比降低 0.41%，债券价格上涨，预计导致我国外汇储备增加 137 亿

美元左右，加上国债应计利息收入约 30 亿美元，外储共增加约 167 亿美元；

二是汇兑损益（指外汇储备的计价货币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率变化导致的损

益），2 月美元指数环比上升 0.79%，导致非美元资产兑换为美元时产生汇兑损

失，预计使我国外储减少 98 亿美元左右。价值重估和汇兑损益效应共使我国

外汇储备增加 69 亿美元。 

 境外机构资产配置效应：约使外储增加 100 亿美元。2019 年 12 月末股票、债

券、贷款和存款余额达到 6.41 万亿元，折合约 9206 亿美元，较 2018 年底增

加 1993 亿美元左右。2020 年 2 月底境外机构配置的银行间债券较 2019 年底

增加了约 118 亿美元，2020 年 2 月当月环比提高 81 亿美元。我们预计境外机

构配置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将使 2 月当月外储增加约 100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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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指数升高致非美元资产减值，贸易逆差拖累外储规模 

——2020 年 2 月外汇储备数据的点评                                           宏观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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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事件：2020 年 2 月末，中国外汇储备 31067 亿美元，较 1 月末减少 88 亿美元，较去年

同期增加 165 亿美元（见图 1）。以 SDR 计，2 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为 22622 亿 SDR，较

上月减少 3 亿 SDR。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资料，影响外汇储备规模变动的因素主要包括：“（1）央行在

外汇市场的操作；（2）外汇储备投资资产的价格波动；（3）由于美元作为外汇储备的计

量货币，其它各种货币相对美元的汇率变动可能导致外汇储备规模的变化；（4）根据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外汇储备的定义，外汇储备在支持‘走出去’等方面的资金运用记

账时会从外汇储备规模内调整至规模外，反之亦然”。 

因此，当月外汇储备变动额可以分解为两大类因素，一是由于经济主体的交易行为

导致外汇储备的变动，具体包括企业、居民的银行结售汇和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上的操

作，二是受汇率、价格等非交易因素变动影响导致的外汇储备变动，即所谓的估值效应，

具体是指上一期外汇储备投资海外债券、股票等资产带来的收益（以下简称价值重估）

和由于外汇储备的计价货币对其他货币的汇率变化导致的损益（以下简称汇兑损益）。

由于我国外汇储备的计价货币是美元，所以美元对欧元、英镑、日元等货币汇率的波动，

自然会影响我国外汇储备的增减变化。当然，估值效应数据中可能包括了热钱进出的变

化。 

除了上述两方面的因素外，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的加大，境外机构持有越来

越多的人民币金融资产，如 2019 年末股票、债券、贷款和存款余额，分别达到 1673、

2486、1343 和 1538 亿美元，较 2018 年变动 1340、756、-151 和 201 亿美元。境外机构

人民币资产配置的变动，也将影响国内外汇储备的波动，我们将这种影响称之为境外机

构资产配置效应，作为第三大影响外汇储备变动的因素。考虑到数据的及时性和其他因

素，本报告仅估计境外机构配置国内债券资产行为对外储变动的影响。 

一、交易因素：预计耗费外储 160 亿美元左右，其中银行结售汇逆差

约 50 亿美元，央行为满足用汇需求和其他干预导致外储损耗约 110

亿美元 

从短期看，影响我国企业和居民银行结售汇行为的原因，主要是美元兑人民币汇率

的变化。通过比较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与企业居民的银行结售汇差额的历史数据，我们发

现，美元兑人民币汇率越高，银行结售汇逆差越大。 

2 月美元指数有所回升，较上月末提高 0.79%。受其影响， 2 月末人民币汇率有所

贬值，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由 1 月末的 6.9300 提高至 2 月末的 6.9896，人民币对美元贬值

0.86%（见图 2），变化幅度大于美元指数，表明了人民币汇率弹性有所加大。在央行加

强外汇管制措施和新冠肺炎疫情引发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我们预计 2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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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结售汇逆差有所增加，在 50 亿美元左右（见图 3）。 

图 1：2 月份外汇储备减少  图 2：人民币汇率和外汇储备 

 

 

 

资料来源：WIND，财信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财信研究院 

由于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上的干预操作数据无从得知，所以我们只能大概估计。2

月国内新冠肺炎疫情扩散，人民币贬值预期增强，预计当月央行干预力度有所加强，大

概在 110 亿美元左右（见图 4）。如果加上反应资本项下资金流出的结售汇逆差，预计交

易因素导致外汇储备损耗量可能在 160 亿美元左右。 

图 3：汇率与结售汇差额  图 4：央行干预等引起的外储变动 

 

 

 

资料来源：WIND，财信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财信研究院 

二、非交易因素（即估值效应）：美国国债价格上升，名义美元指数

上行，两者共计使我国外汇储备增加 69 亿美元左右  

（一）价值重估：美国国债收益率降低，导致外汇储备增加 137 亿美元左

右，加上应计利息收入 30 亿美元，共导致外储增加约 167 亿美元 

外汇储备所投资资产的价格变动，自然会对外汇储备总额产生影响。考虑到数据可

获得性以及美国国债在我国外汇储备中占比达 1/3 左右的现状，我们据此分析美国国债

价格变动对我国外储价值的影响。2016 年 12 月-2019 年 12 月份，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

月均约为 11338 亿美元。从 2018 年三季度起，我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有所减少，2019 年

12 月小幅减少至 10699 亿美元（见图 5）。2020 年 2 月末美国 1 年期以上国债收益率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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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降低约 0.41%，假设 2020 年 1 ~2 月份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为 11000 美元，通过估算，

发现美国国债收益率的降低，导致国债价格上升，使我国外汇储备增加 137 亿美元左右

（见图 6）。  

此外，还应加上 2 月份美国国债的应计利息收入，我们预计在 30 亿美元左右（见

图 7）。两项相加，共导致外储增加 167 亿美元左右。 

图 5：2016 年以来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十亿美元）  图 6：美国国债收益率下行导致外储重估价值增加 

 

 

 

资料来源：WIND，财信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财信研究院 

图 7：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应计利息情况  图 8：美元指数环比上升导致外储减少 

 

 

 

资料来源：WIND，财信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财信研究院 

（二）汇兑损益：美元指数上升导致我国外汇储备减少约 98 亿美元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资料，我国持有的外汇储备资产主要包括美元、欧元、日

元、英镑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资产。由于我国外汇储备的计价货币是美元，将非美元资

产兑换为美元将产生的汇兑损益，会对我国外汇储备产生影响。 

美元指数用来衡量美元对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变化程度，即通过计算美元对选定的一

揽子货币汇率的综合变化率，来衡量美元的强弱程度。由于其选定货币中包含了我国外

汇储备资产的主要计价货币，即英镑、欧元、日元，因而美元指数的变化将对我国外汇

储备形成汇兑损益。 

1 月末、2 月末美元指数分别为 97.36 和 98.13，2 月环比上升 0.79%（见图 8）。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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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期以上美国国债收益率：环比（%，右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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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计利息（亿美元）

1年期以上美国国债收益率：环比（%，右轴）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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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美元资产兑换美元产生损益（亿美元）

美元指数:环比（逆序,右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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