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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外儲兩連升 重上3.2萬億美元
規模見兩年來新高 今年或維持高位

去年末，中國外匯儲備規模繼

續大幅增加。中國國家外匯管理

局 7 日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

2023年 12月末，中國外匯儲備

規模為 32,380 億美元，見 2021

年末以來新高，較 11月末上升

662億美元，升幅為2.1%，連續

第二月上升，且時隔半年重回3.2

萬億美元之上，超出市場預期；

去年外匯儲備更扭轉2022年減少

1,225億美元的勢頭，年增1,103

億美元。專家預計，隨着今年國

內經濟持續回升向好，海外貨幣

緊縮拐點臨近，中國外匯儲備規

模有望繼續基本穩定在3.1萬億至

3.2萬億美元的水平。

國家外匯管理局表示，2023年 12月，受
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及預期等因素影

響，美元指數下跌，全球金融資產價格總體
上升。匯率折算和資產價格變化等因素綜合
作用，當月外匯儲備規模上升。

匯率折算溢價帶動外儲升
匯管信息科技研究院副院長趙慶明分析認
為，去年12月外匯儲備規模上升，主要原因
是匯率折算溢價和資產價格上漲帶來的賬面
盈餘。匯率方面，去年12月美元指數下跌
2.1%，日圓、歐元、英鎊兌美元匯率都出現
不同程度升值，尤其是日圓升值幅度非常
高，升幅接近5%，外匯儲備中的非美元貨幣
資產折算成美元，就會出現賬面浮盈。
資產價格方面，去年12月，市場對美聯

儲、歐央行的貨幣政策預期都出現了明顯轉
變，美國、歐洲等債券價格都出現了不同程
度的上漲。
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管濤則表示，
外匯儲備連續兩個月上升，主要是受益於美

聯儲貨幣政策轉向預期，全球股債匯「三
升」，進而由匯率及資產價格重估引發的正
估值效應。去年12月，以美元標價的已對沖
全球債券指數上漲3.2%；標普500股票指數
上漲4.4%。
他還指出，2023年，在美聯儲緊縮節奏放

緩、美元指數和美債收益率衝高回落、全球
股市總體走強的背景下，中國外匯儲備餘額
穩定3.1萬億美元以上，全年由2022年減少
1,225億美元轉為新增1,103億美元。
「到2023年底，中國外匯儲備餘額相當於

約15個月的進口支付，較2022年底高出1個
多月，且遠高於不低於3至4個月的國際警戒
標準。這顯示中國外匯儲備較為充裕，為應
對外部環境複雜性、嚴峻性和不確定性上升
提供了重要保障。」管濤預計，隨着國內經
濟持續回升向好，海外貨幣緊縮拐點臨近，
將為中國外匯儲備規模保持基本穩定提供支
撐。
趙慶明則指出，過去一至三年，中國的外
匯儲備基本上穩定在3.2萬億美元水平上。未

來考慮到匯率的變化和資產價格的變化，外
匯儲備還是能夠穩定在3.2萬億美元的水平。
1月4日至5日召開的2024年全國外匯管理

工作會議在部署2024年外匯管理重點工作時
提出，完善中國特色外匯儲備經營管理，保
障外匯儲備資產安全、流動和保值增值。

連續14個月增持黃金
而同時公布的黃金儲備數據顯示，中國
2023年12月末黃金儲備為7,187萬盎司，較
11月末增加29萬盎司，連續14個月增持黃
金，累計增持923萬盎司。
浙商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超表示，黃金兼
具金融和商品的多重屬性，有助於調節和優
化國際儲備組合的整體風險收益特性。當前
中國增持黃金，充分體現央行從市場化角度
優化儲備資產結構的配置思路。「歐債潛在
壓力及全球地緣政治風險的不確定性將利多
黃金，主要源於避險邏輯，中長期看，利率
長期下行以及美元長期趨弱的走勢仍將利好
金價。」

在美元指數去年上漲 7.84%、人民

幣兌美元貶值約2%的背景下，中國全

年的外匯儲備錄得增長1,103億美元，

匯率及資產估值的上升是帶動外儲

規模增加的主要因素。市場專家普遍預期，今年人

民幣匯率有望穩步回升，國際收支壓力有所減輕，

外匯儲備有望保持基本穩定。

2023年初，外匯儲備延續上年末的升勢，穩定在

3.1萬億美元上下波動，其中4月和7月均達到3.2萬

億美元之上，此後8-10月在美元升值背景下連續三

個月下降；到最後兩月，隨着在美聯儲緊縮預期下

放緩，市場風險偏好改善，非美貨幣普遍升值，全球

主要市場股債雙升，中國外匯儲備連續兩個月大幅

上升，升幅累計達1,300億美元。

美元料隨息口下調 美債受壓
展望今年人民幣及美元匯率走勢，國家金融與發

展實驗室副主任張明分析認為，2024年美元指數可

能將在93-103區間運行，上半年可能在98-103、下

半年會下探到98以下。2024年美國經濟增速溫和回

落，美聯儲可能從6月份開始降息，美國十年期國債

收益率波動區間、美國高收益企業債市場、商業房

地產和中小商業銀行美國國債市場、美國股市等存

有潛在風險。

「總體看，2024年美元指數和十年期美債收益率

有望在波動中溫和下行，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大概率

會企穩回升，年底有可能會達到6.8-7.0左右。」張明

預計，2024年人民幣匯率反彈，10月底中央金融工

作會議召開前後，房地產、地產債、中小金融機構相

關風險已經得到一定緩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釋放

了 2024 年的宏觀政策可能更具擴張性的信號；同

時，中美雙邊關係發生邊際改善，外部環境有所好

轉，強美元約束在減輕。

股債投資淨流出 需政策關注
但張明同時強調，2023年直接投資項出現連續淨

流出，尤其是FDI在第三季度出現淨流出；證券投資

項出現較大規模淨流出，且包括債券投資與股權投

資；海外投資淨收益連續出現大規模逆差，國際收

支方面壓力仍需給予政策關注。

浙商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超則指出，央行對穩定

匯率的問題表態堅決，人民幣匯率超預期貶值的風

險不大，隨着國內寬鬆政策空間打開，相關舉措逐

步推進、落地，中國經濟基本面優勢將逐步凸顯，

2024年人民幣匯率有望逐步升值，上半年人民幣兌

美元匯率穩定在7.1左右，到年末有望回到6.9。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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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早前爆雷的中植
企業集團向法院申請破產清算。北京市第一中級
人民法院1月5日於微信公眾號上稱，中植企業集
團以不能清償到期債務、明顯缺乏清償能力為由
申請破產清算，該院裁定受理此案。
中植創建於1995年，巔峰時期是一家擁有超過
1萬億元（人民幣，下同）資產的金融集團。官網
信息顯示，集團是內地領先大型資產管理公司，
現已形成「實業+金融」雙主業模式，逐步發展成
為涵蓋實體產業、資產管理、金融服務、財富管
理等領域的綜合性企業集團。在實業板塊，依託
控股的十家上市公司和獨角獸培育平台，大力發
展半導體、大數據、大消費、大健康、幼兒早
教、新能源汽車、生態環保、企業外包服務等；
在內地多個省份已探明煤炭資源儲量45億噸；在
金融板塊，戰略控股或參股包括中融信託在內的
六家持牌金融機構，還控股或參股五家資產管理
公司及四家財富管理公司。「中植系」曾經與20
多家A股多家上市公司有過各種關聯，並實際控
制9家上市公司。

或成內地最大破產個案
中植集團去年被爆出陷入財困，去年11月集團

發公開信稱初步盡職調查發現：按照中介機構模
擬合併口徑測算集團總資產賬面金額約2,000億

元，由於集團資產集中於債權和股權投資，存續
時間長，清收難度大，預計可回收金額低，流動
性枯竭，資產減值情況嚴重；集團債務規模巨
大，剔除保證金後相關負債本息規模為4,200億至
4,600億元，存在重大持續經營風險，短期內可用
於兌付債務的資源遠低於整體債務規模。其後北
京市公安局朝陽分局發布通報稱，中植系旗下財
富公司「涉嫌違法犯罪」被立案偵查。
雖然中植的債權人大多是富裕的個人而非金融
機構，但中植的倒下暴露了信託行業的潛在裂
痕，也凸顯了快速增長的私募信貸市場的風險。
中植申請破產，或是內地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
破產案之一。資不抵債的大型內企爆雷，中植並
非首家。近期轟動市場的就有中國恒大集團及海
航集團，但這兩家公司都是先進行債務重組以避
免正式破產。
其中，恒大截至去年6月底負債總額約2.38萬億

元人民幣，負債率為132.6%。爆雷之後的恒大一
直稱有與主要債權人商討債務重組方案，其清盤
案件多次獲香港高等法院押後，到去年10月底恒
大再次要求押後，高等法院法官雖再准許案件押
後兩個月至本月29日，但明言是最後一次延期。
海航集團破產重整案歷時兩年。2022年4月，集
團宣布相關破產重整案四個重整計劃全部執行完
畢並獲得法院裁定，風險處置工作基本結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中國國
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近日發布金融租賃
公司管理辦法徵求意見稿，提出適當提
高部分股東資質條件，將主要發起人持
股比例要求由不低於30%提高至不低於
51%，以及新增槓桿率及財務槓桿倍數
指標等。

適當提高部分股東資質條件
對於金融租賃公司的准入標準和條
件，金管總局有關司局負責人表示，重
點研究「什麼人能夠辦金租、什麼條件
能夠辦金租」，優先選擇生產製造適合
開展融資租賃業務產品的優質股東，並
結合中國經濟金融發展水平，適當提高部分股東
資質條件。
金融租賃公司監管指標方面，徵求意見稿新增

了幾項，第一為槓桿率及財務槓桿倍數指標，前
者要求為公司一級資本淨額與調整後的表內外資
產餘額的比例不得低於6%，後者要求為公司總資
產不得超過淨資產的10倍。

撥備覆蓋率下調至不低於100%
第二是優化撥備覆蓋率和同業拆借比例監管指
標。按照逆周期監管的思路，將撥備覆蓋率由不

低於150%下調為不低於100%，並將同業拆借比
例規範範圍由同業拆入業務擴展到同業拆入和同
業拆出業務。
第三是新增流動性比例、流動性覆蓋率等流動

性監管指標，強化對金融租賃公司的流動性風險
監管。
此外，徵求意見稿還優化了租賃物範圍，將租

賃物範圍由固定資產調整為設備資產；加強租賃
物適格性監管；強化租賃業務發展正向引導，研
究確定相關鼓勵清單和負面清單；以及強化租賃
物價值評估管理等。

資不抵債中植集團申請破產清算 金融租賃公司准入標準擬收緊

2023年12月中國官方儲備資產規模
◆外匯儲備32,379.77億美元，較上月增加2%

◆黃金儲備7,187萬盎司，較上月增加0.4%

◆IMF儲備頭寸97.5億美元，較上月增加0.6%

◆特別提款權536億美元，較上月增加0.7%

◆其他儲備資產1.45億美元，較上月增加663%

◆合計：3.45萬億美元，較上月增加693億美元，或2%

◆中國外匯儲備截至2023年12月末規模為32,380億美元，創2021年末以來新高，較11月末上升
662億美元，升幅為2.1%。 資料圖片

◆中國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近日發布金融租賃公司管理辦
法徵求意見稿。 資料圖片

特稿

◆市場專
家普遍預
期，今年
人民幣匯
率有望穩
步回升。

來源：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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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外匯儲備近10年走勢

2013 2015 2017 2019 2021 2023年

2014年6月
3.993萬億美元

2017年1月
2.998萬億美元

2023年12月
3.328萬億美元

萬億美元

2.8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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