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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数据，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在全球披露币

种结构的外汇储备资产中，人民币储备资产规模达 3364 亿美元，环比微

降 8.43 亿美元，减少 0.2%；全球人民币储备资产份额为 2.88%，环比上

升 0.09 个百分点，实现了自 2020 年一季度以来的“九连升”，占比再创

历史新高。 

一季度，全球持有人民币储备资产规模下降，主要是因为外资减持人

民币债券。同期，债券通项下，境外净减持人民币债券 1266 亿元，其中，

分别减持人民币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 216 亿元和 6 亿元。后两种人民币主

权和准主权利率债，是当前全球人民币储备资产配置的主力品种。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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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民币计值，境外持有人民币储备资产规模下降 146 亿元。若忽略汇率

和资产价格波动的估值因素，这相当于同期外资减持人民币国债和政金债

合计规模的近三分之二。 

全球人民币储备资产份额不降反升，主要是因为当季外汇储备资产规

模下降的币种，不仅有人民币，还有美元、欧元和日元，乃至全球外汇储

备规模总体也趋于减少。 

受国内通胀上行、货币紧缩及紧缩预期影响，今年以来美债收益率飙

升，引发美国股债“双杀”，导致一季度全球美元储备资产下降 2154 亿

美元，减少 3.0%。其中，既有境外外汇储备经营管理机构净抛售美元资产，

也包含了资产价格波动引发的估值效应。 

在美国以外的其他主要市场，叠加美元指数走强，触发了当地股债汇

“三杀”。一季度，欧元储备资产下降 1377 亿美元，环比减少 5.5%，欧

元兑美元汇率贬值带来的负估值效应贡献了 47%；日元储备资产下降 389

亿美元，环比减少 5.9%，日元兑美元汇率贬值形成的负估值效应贡献了

90%。 

一季度，全球外汇储备规模下降 3708 亿美元，环比减少 3.1%。其中，

美元、欧元、日元前三大货币的储备资产规模合计下降 3920 亿美元，占

到 106%。当然，部分新兴经济体抛售外汇储备，干预本币汇率贬值，也

是造成全球外汇储备下降的原因。由于同期人民币储备资产微跌 0.2%，远

低于全球外汇储备资产平均降幅，故人民币储备资产份额不降反升，这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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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巩固了人民币第五大储备货币的地位。 

当季，美元指数升值 2.5%，这虽有助于推升全球美元储备份额，但由

于美国股债“双跌”，基本抵消了美元强势带来的利好，最终全球美元储

备份额仅微升 0.02 个百分点，继续处于历史低位。这表明，美元强势对于

美元储备份额的提振作用有限。而欧元和日元储备资产规模降幅均达 5%

以上，高于全球平均降幅，故一季度全球欧元、日元储备资产份额分别下

降 0.53 个和 0.16 个百分点。 

一季度，人民币储备资产份额逆势上扬，进一步展现了在通胀持续高

企、经济复苏放缓、金融动荡加剧的国际背景下，中国相对强劲的经济金

融韧性。但也要看到，在当今八大储备货币中，当期份额上升的是大多数，

不仅有人民币，还有英镑、澳元、加元、瑞郎和美元，人民币份额升幅排

在第三位。即便是欧元、日元的储备资产份额有所回落，也没有动摇其前

三大储备货币的地位。同时，货币国际化的发展路径必然是曲折而非线性

的，对于未来过程中的潜在波动，我们要有措施上的准备。 

支持人民币国际化行稳致远，关键是做好自己的事情。一方面，尽可

能长时间保持财政货币政策的正常状态，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保持

本币实际购买力的稳定性；另一方面，稳慎推动制度型金融开放，加快金

融市场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建设，为包括境外央行在内的机构投资

者创造越来越便利、透明和可预期的市场环境。 

(本文作者介绍：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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