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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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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宣布决定完善人民币兑美
元汇率中间价报价后，人民币兑美
元汇率已连续三个交易日下跌。在
我国经济全球化不断加深、人们对
外交往日趋频繁的今天，人民币汇
率的变化将对个人生活和企业经营
产生哪些影响，又该如何应对？

对普通百姓来讲，人民币贬值
影响最大的大概就是出国旅游了。
数据显示，去年我国内地公民出境

游突破1亿人次。记者咨询凯撒旅
游等多家旅行社了解到，目前出境
游的报团价格尚未调整，但毫无疑
问出游的成本会增加。尤其是对于
热衷于购买化妆品、名包、名表的人
来说，可能要多掏点腰包了。

“按照人均在美国消费5000美
元计算，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从6.2到
6.4的话，增加的花费也就1000多
元。对有能力去境外旅游的人群来

讲是可以承受的。”中国金融期货交
易所首席宏观研究员赵庆明表示，
目前人民币贬值对个人消费的影响
有限。

虽说影响有限，但影响毕竟是
有的。已有四年“海淘”经验的北京
市民吴丹告诉记者，她给女儿在美
国购买的衣物以及日常用品，一般
价格比国内专柜便宜30％左右，人
民币贬值后购买的境外商品价格就
会随着提高，再加上运费，“海淘”优
势就打了折扣。“毕竟‘海淘’费心费
力，国内购物更省事，还可以试穿。”

对于孩子在外留学的家庭来
说，负担将会增加。中国银行的一
位业务人员告诉记者，近几天兑换
美元的人有所增加，但并没有预期
的多。

在赵庆明看来，目前的人民币
贬值对个人的影响更多的是体现在
金融资产的管理上。对于拥有大量
金融资产的人来说，要注意不要把
资产集中在单一货币上，可以适度
增加美元资产。

除了个人生活，人民币贬值客
观上将对进出口企业产生影响。央
行此前已经明确否认人民币贬值是
为了刺激出口。中国国际经济交流
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王军指出，
此次调整的主要目的是推动汇率形

成机制市场化。百分之二、三的贬
值不可能对出口有太大的刺激，但
对稳定出口客观上有一定的帮助。

招商证券高级宏观分析师张一
平表示，纺织、家具制造等中低端制
造业从人民币贬值中将有所受益。

人民币汇率贬值，应该如何应
对？年轻白领小陈因为计划出国旅
游，担心人民币继续贬值，已提前兑
换了1万美元。“如果消费者短期内
要用到美元的话，可以考虑尽快兑
换。如果是长期用的话，可以先观
察一段时间，短期震荡后人民币汇
率将会达成新的均衡。”中国银行的
一位业务员建议。

此外，不少人出国喜欢刷信用
卡购物，如果人民币升值，延期还款
能够少还点钱。但如果人民币贬
值，那就不如提前还款划算了。

而对出口企业来说，不能仅看
到人民币贬值带来的短期利好，而
是要看到汇率波动的风险，主动加
强风险管理。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高级研究员管涛表示，企业应树立
正确的汇率风险意识，积极管理汇
率双向波动的风险。要正确认识汇
率避险工具的作用，不能把汇率避
险当作赚钱的工具而应作为管理风
险的手段，对外汇敞口进行适度套
保而避免过度投机。

人民币贬值将给生活生产带来哪些影响
■新华社记者 李延霞 姜琳

央行宣布完善人民币兑美元
中间价三天来，人民币兑美元的市
场汇率连续两天深度下调，8月13
日则出现了止跌企稳。有人担忧
人民币贬值会不会出现“滚雪球”
效应，专家分析认为不会出现这种
情况，不必过度担忧。

“人民币兑美元贬值百分之
三、四，与之前卢布、日元、欧元贬
值两成到五成甚至更多，完全不是
一回事。”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经济
学家汪涛说，中国央行改进中间汇
价定价机制，主要还是为了校正长
期偏离市场汇率的中间价，推动汇
率真正迈向市场化的形成机制。

放眼全球，人民币此前已经持
续多年“一枝独秀”、持续单边上
涨。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测算，去年
以来，人民币相对于全球多种货币
的实际有效汇率升值9.54％。其
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间价形成
透明度不高，供求信息反映不全
面，偏离市场汇率较大。此次央行
调整中间价弥补了原有缺陷，让人
民币回归正常汇率水平。

从根本上说，汇率水平主要取
决于经济基本面。正如央行行长
助理张晓慧所言：“从长期看，人民
币还是强势货币。”中国经济在全
球仍然是看好的，经常项目长期保持顺差，外汇储备
充裕，财政状况良好，金融体系稳健。

更何况，目前中国采取的仍是“有管理的”浮动汇
率制度。从已经释放出的各种信息可以判断，央行不
会坐视人民币持续大幅贬值。央行研究局首席经济
学家马骏说得很直白，人民银行在必要的时候完全有
能力通过直接干预外汇市场来稳定市场汇率，防止出
现由于“羊群效应”导致汇率非理性大幅波动。

放眼后市，正如昆仑银行战略投资与发展部总经
理助理李建军认为的那样，短期的震荡调整后，人民
币汇率会在基本稳定的区间内，有涨有跌、涨跌互
现。无论是单边升值还是单边贬值都容易出现投机，
双边波动才是正常的。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已经十年。这次人民
币兑美元中间价的完善是汇改的延续，将进一步强化
汇率市场决定、双向波动的特征。专家普遍认为，人
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进一步完善，不但不会演变成失
控的市场恐慌，而且将会大大增强人民币汇率的弹
性，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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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姜琳 刘铮）人
民币汇率调整有没有确定的贬值预期？
央行是否已出手干预市场避免汇率过度
下跌？人民币未来会否出现持续贬值？
中国人民银行8月13日召开记者会，对
近期人民币三大热点问题作出解答。

均衡汇率由市场决定而非央行
在连续两天下跌逾千点后，13日，人

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再度贬值1.11％，报
6.4010。那么，央行对此次人民币汇率
调整有没有确定的贬值目标？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
理局局长易纲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作
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的均
衡汇率水平是让市场决定的，央行官员
不能对汇率水平说三道四，我们更加注

重的是汇率形成机制建设。但是所谓
‘官方要求贬值10％以促进出口’是完全
没有根据的。”

对于此次调整的进展，中国人民银
行行长助理张晓慧在会上表示，一段时
间以来，人民币中间价与市场汇率偏离
幅度较大，影响了中间价的市场基准地
位和权威性。根据市场调查和分析师的
普遍估计，这种偏差大约累积了3％。中
间价基础报价机制完善后经过两天的调
整，人民币汇率逐渐向市场化水平回归，
3％左右的累积贬值压力得到一次性释
放，此前偏差校正已经基本完成。

超出容忍区间央行会进行管理
有报道称，12日下午央行和外汇局

已在外汇市场“出手”，指示国有银行在
人民币即期市场大量抛售美元，使得人
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在最后半小时大幅
反弹；同时要求多家银行加强对交易真
实性、合法性的审核，避免出现集中大额
购汇。有记者问，央行是否进行了干预，
未来是否会继续干预？

对此，易纲说：“中国采取的是有管理
的浮动汇率制度，当市场有波动且波动幅
度超出容忍区间时，我们还是坚持管理，
最终目的是让市场供求关系在汇率定价
中起决定性作用。目前央行已经退出对
汇率的常态式干预，但市场仍存在一个每

天波动限定在2％以内的‘游戏规则’。”
易纲表示，在当前的发展阶段，这样

一个有管理的汇率制度符合中国国情。
它既体现了汇率调整的弹性和灵活性，
又能在市场波动过大时对它进行有效的
管理，使得市场对汇率机制更加有信心，
整个经济运行更加平稳。

人民币不存在持续贬值基础
“在最近两天人民币中间价向市场

回归的过程中，人民币汇率出现了贬值
方向的调整，从而引发了市场关于人民
币汇率会不会出现持续贬值的质疑。我
的回答是：从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看，
当前不存在人民币汇率持续贬值的基
础，央行有能力保持人民币在合理均衡
水 平 上 的 基 本 稳
定。”张晓慧说。

易纲坦言，此次
汇率调整带来的部
分影响，央行事先已
经估计到。比如一
些企业借着大量外
债，没有及时调整；
一些贸易上的融资
没有对冲等等。但
他认为，这种波动、
变化是在一个有限
的范围内，对人民币

国际化和整个经济的影响都十分有限。
据张晓慧介绍，长期看人民币还是

强势货币。根据商务部公布的数据，今
年前 7 个月，中国货物贸易顺差高达
3052亿美元，这是决定外汇市场供求最
主要的因素，也是支撑人民币汇率走强
的重要基础。从宏观环境看，中国经济
尽管面临下行压力，但上半年7％的增速
在全球看仍是不错的。此外，我国外汇
储备充裕，财政状况良好，金融体系稳
健，境外主体在贸易投资和资产配置方
面对人民币的需求正在逐步增加，这些
基本面决定了当经济中其他因素和困难
积累起来的偏差得到校正后，未来人民
币还会进入升值通道。

贬 多 少？

管 不 管？

跌 多 久？
——央行详解人民币汇率调整三大热点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