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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摘 要 

 

2009 年上半年，各国应对危机和稳定经济措施的效果逐步显现，

全球经济金融走出持续恶化阴影。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因素逐渐

增多，国民经济出现企稳回升迹象。 

上半年，我国国际收支交易总量下降，涉外经济发展速度趋缓，

进出口和直接投资规模均较上年同期回落。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

项目保持“双顺差”格局，但顺差规模减少，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

继续改善。同时，随着国际经济有所企稳，国内经济表现向好，二

季度国际收支交易有所恢复，资本集中流出压力减轻，但资金大规

模回流现象尚不明显。 

下半年，世界经济下行风险有所减弱，国内经济也将在连续、

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支持下，进一步巩固回升势头。我国涉外经济

发展的宏观环境总体上将趋于好转，外汇净流入可能增加，国际收

支较大顺差格局不变。但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复苏仍需时日，国内

经济运行还面临较多困难，外资大量流入的内外部环境尚不具备，

全年国际收支状况将进一步改善。 

今后一段时期，国家将继续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经济

工作的首要任务，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深化

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增强服务意识，为市

场主体提供更加便利的外汇管理政策；继续以拓宽资本流出渠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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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外汇管理改革；加强跨境资金均衡管理，

完善统计监测体系，加大外汇业务合规性检查力度；进一步加强外

汇储备经营管理，确保实现国家外汇储备的总体安全和保值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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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收支概况 

（一）国际收支运行环境 

2009 年上半年，各国应对危机和稳定经济措施的效果逐步显

现，全球经济金融走出持续恶化阴影。金融市场在年初继续走低后

逐渐企稳、振荡回调。主要国债收益率整体上行，主要股票指数在

创下近十年新低后大幅反弹，危机中受避险买盘推高的美元汇率从

二季度开始回落，以石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震荡上行。信贷紧

缩局面有所缓解，流动性风险溢价已接近市场正常情况下的水平。 

全球宏观经济总体依然疲弱，但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美国、

欧元区和英国经济均出现连续四个季度的负增长，但二季度 GDP 降

幅均显著低于一季度，日本甚至恢复至正增长。房地产市场全面恶

化的状况出现了改观，美国房价指数跌幅有所放缓。就业市场持续

恶化，美国 6 月份失业率飙升至 9.5％，为 26 年来新高，欧元区、

日本、英国等失业率也居高不下。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率先企稳复

苏，但中东欧、拉美等地区受全球经济衰退、外部融资环境恶化及

全球贸易下滑的冲击仍然巨大。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衰退的外部环境，2009

年上半年，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断充

实完善应对危机的一揽子计划，经济企稳向好势头日趋明显。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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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出口持续下滑，利用外资下降。国内生产总

值同比增长 6.1％，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 4.5 个百分点。二季度，随

着保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

国内经济运行出现积极变化。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7.9％，较一季

度回升 1.8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1％，比一季

度提高 4 个百分点。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价格回升，交易日趋活跃。

进出口贸易和实际利用外资有所回稳。 

 

专栏 1 

2009 年上半年主要涉外经济政策调整 
 

2009 年上半年，面对外需急剧大幅萎缩的严峻形势，国家进一步加大政策

支持力度，及时出台了一系列保持对外贸易稳定增长的政策措施，加快转变外

贸发展方式，调整出口结构，努力保持我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份额。主要

措施包括：  

一是优化和完善税收管理，缓解出口企业资金困难。上半年，3 次提高轻

纺、机电等产品的出口退税率。2 月份，将 3325 项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

由 14％提高到 15％。4 月份，再次将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 16％，

提高阴极射线管（CRT）彩电、车辆后视镜、锁具等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共涉

及 3802 项商品。6 月份，进一步提高部分农业深加工产品、机电产品、劳动密

集型产品以及技术含量较高的钢铁和钢铁制品的出口退税率，涉及 2600 个税

目。 

二是加大对贸易融资和防范出口风险的支持力度。将出口退税账户托管贷

款额度从原则上不超过应退税额的 70％提高到 90％。鼓励银行开展贸易融资，

2009 年度金融机构短期外债指标比 2008 年调增 12％，明确规定金融机构将指

标增量全部用于支持境内企业进出口贸易融资。鼓励信贷担保机构为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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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融资提供担保。扩大信保覆盖面，降低保险费率，上半年短期险累计承保

金额 242 亿美元，同比增长 31.5％。专项安排出口融资保险规模 421 亿美元，

重点支持国内电力、通讯、铁路、冶金、石化等行业成套设备出口。 

三是进一步推进贸易便利化。改进出口收结汇联网核查管理，将预收货款

和来料加工收汇比例提高至 30％，允许因数据传输时滞造成可收汇余额不足的

企业先行收结汇或划转后再补办联网核查手续。提高货物通关和检验检疫效率，

减免农产品出入境检验检疫费和纺织服装出口检验费用，将新列入法检目录或

增补监管条件的商品过渡期延长至 2009 年底。 

四是大力支持对外投资。下放境外投资审批权限，简化审批程序。进一步

扩大境外放款主体和境外放款的资金来源，简化境外放款的核准和汇兑手续。

将境外投资外汇资金来源的审核方式由事前审查改为事后登记，对境内机构境

外投资资金汇出的管理由以往的核准制调整为登记制。下放资本金账户异地开

户、境内机构对外提供担保、个人财产对外转移以及证券项下部分市场退出类

等 10 项资本项目外汇业务的审批权限至外汇局分局，便利企业办理相关业务，

提高审批效率。 

五是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批准北京等 20 个城市为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

市，在这些城市实行税收优惠，对服务外包企业人才培训、品牌创建、知识产

权保护等提供财政支持。 

    （二）国际收支主要状况 

2009年上半年，我国国际收支总顺差1955亿美元，同比下降26

％，2008年上半年为增长4％。其中，经常项目顺差1345亿美元，下

降30％，上年同期为增长18％；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610亿美元，下

降15％，降幅较上年同期缩小5个百分点。各主要项目情况如下： 

1. 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缩减，顺差下降 

由于外需持续低迷、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价格同比下降、国内经济

增长放缓，货物贸易出口和进口均在多年持续增长后出现下滑。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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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按国际收支统计口径，货物贸易出口5213亿美元，进口4023

亿美元，分别较上年同期下降22％和25％；货物贸易顺差1190亿美元，

下降10％，降幅比上年同期扩大8个百分点。 

2. 服务贸易逆差大幅增长 

2009年上半年，服务贸易收入549亿美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4％；

支出716亿美元，下降5％；逆差167亿美元，增长4.1倍。其中，旅游

和其他商业服务由上年同期顺差转为逆差，以及运输项下逆差较快增

长，是服务贸易逆差扩大的主要原因。 

3. 收益项目净流入下降 

2009年上半年，收益项目顺差169亿美元，同比下降56％，上年

同期为增长2倍。主要受全球经济不景气影响，上半年我国投资收益

收入434亿美元，下降21％。同时，外方投资者分配利润较多，投资

收益支出291亿美元，增长45％。此外，职工报酬净流入27亿美元，

下降16％。 

4. 外国来华直接投资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均下降 

2009年上半年，直接投资顺差156亿美元，较上年同期下降62％。

由于国际资本流动规模收缩，外国来华直接投资净流入289亿美元，

下降61％。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上半年净流出133亿美元，下降60％。 

5. 证券投资项下净流入略有上升 

2009年上半年，证券投资项下净流入202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2％，延续了2007年下半年以来的净流入态势。其中，我国对外证

券投资净回流77亿美元，下降48％；境外对我国证券投资净流入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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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增长1.5倍。 

6. 国家外汇储备余额增幅放缓且波动较大 

2009 年 6 月末，国家外汇储备达到 21316 亿美元，较上年末增

加 1856 亿美元，同比少增 950 亿美元。其中，一季度增加 77 亿美

元，二季度增加 1779 亿美元。二季度外汇储备余额显著增长主要有

以下原因：一是随着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企稳，进出口顺差保持一

定规模，外资流入加快，国内外汇贷款增加，企业购汇需求降低，

银行净结汇降幅趋缓；二是由于国际金融市场触底反弹，外汇储备

投资的资产价格有一定幅度回升，非美元货币汇率变动也形成一部

分折算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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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2009 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1

 
                                                 单位：百万美元 

项    目 差 额 贷 方 借 方 

一. 经常项目 134,460 643,377 508,917
 A. 货物和服务 102,320 576,191 473,871
  a.货物 118,977 521,262 402,286
  b.服务 -16,657 54,928 71,585
   1.运输 -9,149 10,632 19,781
   2.旅游 -28.47 18,246 21,093
   3.通讯服务 64 547 483
   4.建筑服务 1,288 3,678 2,390
   5.保险服务 -4,249 603 4,851
   6.金融服务 -27 159 185
   7.计算机和信息服务 1,579 2,876 1,297
   8.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 -4,435 181 4,616
   9.咨询 2,291 8,253 5,962
   10.广告、宣传 152 1,104 951
   11.电影、音像 -105 39 144
   12.其他商业服务 -1,300 8,187 9,487
   13.别处未提及的政府服务 80 424 345
 B. 收益 16,936 47,143 30,207
   1.职工报酬 2,663 3,775 1,113
   2.投资收益 14,274 43,368 29,094
 C. 经常转移 15,204 20,043 4,839
   1.各级政府 -128 24 152
   2.其他部门 15,332 20,019 4,687
二. 资本和金融项目 60,995 342,306 281,312
 A. 资本项目 1,348 1,448 100
 B. 金融项目 59,646 340,858 281,212
   1. 直接投资 15,561 49,223 33,661
    1.1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13,307 1,178 14,485
    1.2 外国来华直接投资 28,868 48,045 19,177
   2. 证券投资 20,185 42,542 22,357
    2.1 资产 7,732 30,025 22,294
     2.1.1 股本证券 -851 7,278 8,129
     2.1.2 债务证券 8,582 22,747 14,165
      2.1.2.1 (中)长期债券 3,547 17,709 14,162

                                                        
1 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收支手册》第五版规定的各项原则编制，采用复式记帐

原则记录所有发生在我国大陆居民（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与非居民之间的经济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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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差 额 贷 方 借 方 

      2.1.2.2 货币市场工具 5,035 5,038 3
    2.2 负债 12,453 12,517 64
     2.2.1 股本证券 12,453 12,516 63
     2.2.2 债务证券 0 1 1
      2.2.2.1 (中)长期债券 0 0 0
      2.2.2.2 货币市场工具 0 1 1
    3. 其他投资 23,900 249,093 225,193
     3.1 资产 29,117 70,168 41,050
      3.1.1 贸易信贷 -16,307 0 16,307
            长期 -1,142 0 1,142
            短期 -15,166 0 15,166
      3.1.2 贷款 6,437 26,814 20,377
            长期 -20,214 0 20,214
            短期 26,651 26,814 163
      3.1.3 货币和存款 28,968 33,2678 4,310
      3.1.4 其他资产 10,019 10,075 56
            长期 0 0 0
            短期 10,019 10,075 56
    3.2 负债 -5,217 178,925 184,142
     3.2.1 贸易信贷 6,670 0 6,670
           长期 467 0 467
           短期 -6,203 0 6,203
     3.2.2 贷款 -6,084 151,048 157,131
           长期 -8,388 5,197 13,585
           短期 2,304 145,851 143,547
     3.2.3 货币和存款 4,955 24,508 19,553
     3.2.4 其他负债 2,581 3,370 788
           长期 -120 0 120
           短期 2,702 3,370 668
三. 储备资产 -185,941 0 185,941
   3.1 货币黄金 0 0 0
   3.2 特别提款权 -29 0 29
   3.3 在基金组织的储备头寸 -337 0 337
   3.4 外汇 -185,576 0 185,576
   3.5 其他债权 0 0 0
四. 净误差与遗漏 -9,513 0 9,513



（三）国际收支运行评价 

2009 年上半年，我国国际收支交易总规模降低，涉外经济活动

减缓。国际收支交易总规模为 1.8 万亿美元，同比下降 27％，2008

年上半年为增长 25％；与 GDP 之比为 86.8％，较上年同期下降 44.7

个百分点。从主要交易项目情况看，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 9235 亿美

元，下降 24％；外国来华直接投资流入 480 亿美元，下降 40％；对

外直接投资流出 145 亿美元，下降 58％。 

图 1-1  中国国际收支交易规模及其占 GDP 比例

 

    我国国际收支继续保持“双顺差”格局，但顺差规模明显下降，

国际收支平衡状况有所改善。国际收支总顺差 1955 亿美元，比上年

同期下降 37％。经常项目顺差与同期 GDP 之比为 6.6％，同比下降

3.8 个百分点。6 月末，我国外债余额为 3606 亿美元，比上年末下降

4％。其中，短期外债占比 54％，较上年末下降 2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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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中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差额及其占 GDP 比例 

       
2009 年上半年，国际收支状况总体稳定，资本集中流出的压力

减轻，而资本回流迹象尚不明显。随着国际经济环境逐步好转，我

国经济增长好于预期，上半年国际收支总顺差规模高于 2006 年同期

水平，经常项目顺差仍是国际收支顺差的主要来源，资本和金融项

目差额由 2008 年下半年的逆差转为顺差。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基

本平稳，境外人民币升值预期有所弱化。但从跨境资金净流入规模

和银行办理结售汇的顺差看，两者都维持在近年来的低水平。二季

度银行净结汇比一季度有所增加，主要原因是购汇需求下降，而非

结汇增长。 
表 1-2  2003-2009 年上半年国际收支顺差结构 

                                                单位：亿美元 
项  目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上半年

国际收支总顺差 986 1794 2238 2599 4453 4451  1955 

经常项目差额 459 687 1608 2532 3718 4261  1345 

占总顺差比例 47％ 38％ 72％ 97％ 83％ 96％ 69％ 

资本和金融项目差额 527 1107 630 67 735 190 610 

占总顺差比例 53％ 62％ 28％ 3％ 17％ 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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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2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国际收支的主要影响 
 

国际金融危机集中爆发以来，从贸易、金融和信心渠道对我国国际收支运

行产生较大影响，涉外经济活动放缓，国际收支顺差减少。 

一是贸易渠道。国际金融危机使得一些主要发达国家消费去杠杆化趋势比

较明显，美国个人储蓄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例由 2008 年上半年的月均 2.3％，

上升至 2009 年上半年的月均 4.6％，相当于 10 年前的水平。由于全球经济不景

气，消费萎靡不振，外部需求明显下降，我国出口自 2008 年 11 月起持续负增

长，2009 年上半年出口降幅达 22％。上次亚洲金融危机最严重的 1998 年，我

国出口仍实现了 0.5％的正增长。 

二是金融渠道。国际金融危机增加了金融市场风险，加重了国际投资者的

风险厌恶情绪。同时，金融部门去杠杆化使其信贷规模收紧，企业和个人融资

受限，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速度均有所降低。2008 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直接投

资、证券投资等项目外资流入一直呈同比下降态势，外商投资企业利润汇出和

撤资有所增加。 

三是信心渠道。全球经济普遍衰退，国际上对我国经济的担忧上升，而我

国出口下降、外资流入减缓等因素也抑制了人民币汇率的升值预期。在国际金

融危机影响下，2008 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预期经历了从升值预期减弱，到贬值

预期出现的变化过程。2009 年上半年人民币升值预期依然较弱，跨境资金大规

模流入的动力不足。 

我国作为一个经济外向度较高的国家，国际金融危机通过影响我国国际收

支运行，继而给我国经济“保增长”、“保就业”带来一定压力。而从另一方面

看，危机意味着对以往经济发展中突出矛盾的调整，尽管可能是一个缓慢而长

期的过程，但国际金融危机也为我国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创造了有利的经济和政

策条件。主要发达国家“低储蓄、高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被动调整，过度消

费倾向减弱，全球经济失衡状况有所改善，美国作为世界主要贸易逆差国，今

年上半年货物贸易逆差同比减少四成多。我国经济结构在外部压力和内部推动

的双重作用下加快调整，2008年经常项目顺差与同期GDP之比为 9.8％，比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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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低 1.2 个百分点，为 2002 年以来首次下降，今年上半年进一步降至 6.6％。

同时，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市场机构多年来高杠杆经营、过度创新的诸多弊端，

未来经营方式将因此而转变，而且其面临的金融、财务等各项监管措施也会更

加严格，过度的投融资行为可能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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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收支主要项目分析 

（一）货物贸易 

2009 年上半年，按国际收支统计口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9235

亿美元，同比下降 24％；货物贸易顺差 1190 亿美元，下降 10％。据

海关初步统计，2009 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呈现以下主要特点： 

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持续下降，贸易条件有所好转。2009 年上

半年全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9462 亿美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3％，

进出口总值已连续 8 个月出现负增长。上半年，货物贸易出口 5216

亿美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2％；进口 4246 亿美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5％。其中，出口价格下跌 5％，出口数量下降 18％，出口数量下降

是我国出口值下降的主导因素；进口价格下降 18％，进口数量下降

10％，进口价格下跌是进口值下降的主要因素。由于进口价格降幅大

于出口价格，上半年我国贸易条件改善。 

货物贸易顺差小幅下降，一般贸易顺差降幅快于加工贸易。2009

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顺差 970 亿美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7％，

净减少 17 亿美元。其中，一般贸易出口 2350 亿美元，下降 23％；

进口 2279 亿美元，下降 22％；一般贸易顺差 71 亿美元，下降 54％，

净减少 84 亿美元。加工贸易出口 2502 亿美元，下降 22％；进口 1317

亿美元，下降 30％，降幅高于总体进口降幅 5 个百分点；加工贸易



顺差 1185 亿美元，下降 12％，净减少 154 亿美元。 

图 2-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出口总值及其变动情况 

 

民营企业进出口降幅低于国有和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贸易逆

差有所减少。2009 年上半年，国有企业出口 870 亿美元，下降 28％；

进口 1217 亿美元，下降 32％；贸易逆差 348 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减

少 241 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出口 2885 亿美元，下降 23％；进口 2303

亿美元，下降 26％；外商投资企业贸易顺差 582 亿美元，下降 11％。

民营企业出口 1462 亿美元，下降 14％；进口 726 亿美元，下降 9％；

民营企业进出口顺差 736 亿美元，下降 20％。 

与主要贸易伙伴间的贸易进出口均呈下降走势，在主要出口市场

中的份额有所提升。2009 年上半年，我国与欧盟、美国、日本等主

要贸易伙伴间的贸易进出口均持续下降，中美贸易进出口同比降幅小

于中欧和中日贸易。欧盟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欧双

边贸易总值为 1600 亿美元，下降 21％，中美、中日双边贸易总值分

别为 1321 亿美元、997 亿美元，分别下降 17％和 23％。我国对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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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贸易顺差分别为 470 亿美元、621 亿美元，分别较上年减少 249

亿美元、132 亿美元，对日本继续保持逆差局面，逆差为 117 亿美元。

据贸易伙伴国统计，上半年我国产品在美国进口中的份额同比上升 4

个百分点，在欧盟和日本进口中的份额分别上升 3 个和 4 个百分点。 

初级产品进口量大幅增长，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降幅较小。2009

年上半年，初级产品进口量大幅增长，其中，铁矿砂进口 3 亿吨，增

长 29％，铜进口 224 万吨，增长 69％，大豆进口 2209 万吨，增长

28％。同期，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分别为 2082 和 1300 亿美

元，下降 21％和 23％。上半年，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降幅低于总体

出口降幅，其中，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 459 亿美元，下降 8％，鞋类

出口 129 亿美元，下降 4％，箱包出口 59 亿美元，下降 7％。工业制

成品出口降幅较大，其中，机电产品出口 3067 亿美元，下降 21％；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1543 亿美元，下降 21％。 

（二）服务贸易 

2009 年上半年，受全球经济不景气影响，我国服务贸易规模下

降，逆差上升。我国服务贸易总额 1265 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14

％；逆差 167 亿美元，增长 4 倍。我国服务贸易变化较大的项目是： 

运输项目逆差大幅增长。2009 年上半年，我国运输收入 106 亿

美元，支出 198 亿美元，同比分别下降 45％和 21％，逆差 91 亿美

元，同比上升 56％。一方面，上半年货物进出口总量下降，国际远

洋运输需求减少，国际货运收支规模显著下降。另一方面，受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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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不景气和国际运力增强等因素影响，上半年国际运输价格指数

虽然较 2008 年底有所回升，但仍远低于 2008 年上半年的高位水平，

我国对中国香港、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海运收入较 2008 年大幅

减少。 

旅游项目出现逆差。旅游收入 182 亿美元，减少 10％；支出 211

亿美元，增长 20％；逆差 28 亿美元，上年同期为顺差 26 亿美元。

2009 年上半年，受世界经济不景气、甲型 H1N1 流感等影响，我国

以商务、观光方式入境人数减少。除中国澳门赴大陆旅游人次和收

入均上升 4％外，中国香港、台湾、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来华旅游人

次分别减少了 2％、2％和 19％，入境旅游收入分别下降 1％、3％和

20％。支出方面，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出境旅游目的地的不

断扩大以及居民教育留学的增长，我国因私出境旅游支出保持快速

增长。中国香港、澳门、美国、澳大利亚等为我国出境旅游主要目

的地。 

保险服务逆差有所回落。上半年保险服务收入 6 亿美元，增长

11％；支出 49 亿美元，减少 23％；逆差 42 亿美元，减少 27％。受

上半年对外贸易规模减少影响，我国与货运有关的保险费支出显著

下降。 

其他商业服务由顺差转为逆差。上半年其他商业服务收入 82 亿

美元，减少 43％；支出 95 亿美元，减少 5％；逆差 13 亿美元，上

年同期为顺差 43 亿美元。受世界经济不景气影响，我国转口贸易净

流入下降，直接导致其他商业服务收入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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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国服务贸易延续了地区分布不均衡、伙伴国家（地区）

集中等特点。北京、上海、广东以及江浙等经济发达地区服务贸易

规模较大，占比靠前。中西部地区规模偏小，占比小。伙伴国家（地

区）前三位为中国香港、美国、日本。 

（三）直接投资 

1. 外国来华直接投资下降 

按国际收支统计口径，2009 年上半年外国来华直接投资流入

480 亿美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40％；撤资清算等流出 192 亿美元，

增长 222％，增幅比上年同期增加 186 个百分点；净流入 289 亿美元，

下降 61％2。2009 年上半年外国来华直接投资的主要特点是： 

金融和非金融部门吸收外国来华直接投资均呈现下降态势。金

融部门吸收外国来华直接投资 6 亿美元，下降 79％；非金融部门吸

收外国来华直接投资 474 亿美元，下降 39％。 

非金融部门外国来华直接投资的资金来源地较为集中。2009 年

上半年，外国来华直接投资资金来源前十位国家/地区依次为：中国

香港、日本、美国、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德国、英国、英属

维尔京群岛和荷兰，前十位国家/地区在华投资金额占同期外国来华

直接投资总额的 90％。 

 

 
2 国际收支统计口径的外国来华直接投资流入（贷方）为在我国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包括股本金、

收益再投资和其他资本；流出（借方）包括外商投资企业撤资和清算资金的流出。目前，由于统计时点、

统计口径以及统计质量等方面的影响，与商务部公布的实际利用外资数据存在一定差异。 
 



图 2-2  外国来华直接投资流入及其变动情况 

 
注：数据来源为国际收支平衡表。 

部分自由港来华直接投资出现下降态势。2009 年上半年，英属

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毛里求斯、巴巴多斯、西萨摩亚和百慕大

等自由港对华直接投资约为 10 亿美元，较上年下降 76％，占我国吸

收外国来华直接投资总额的 3％，而上年同期为增长 37％。 

外国来华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呈现不同的情况。卫生、社会保

障和社会福利业、教育业、采矿业以及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受到

外资青睐，分别增长了近 4 倍、46％、41％和 32％。水利、环境和

公共设施管理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以及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实际利

用外资资金下降较快，分别下降了 81％、47％、30％、30％、29％

和 23％。制造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等行业的外国来华直接投资

基本保持稳定。 

外国来华直接投资的撤资清算以及外方股东贷款的流出较大。

由于美国银行减持建设银行 102 亿美元的股权投资（占外国来华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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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投资流出的 53％），导致 2009 年上半年外国来华直接投资撤资清

算资金的大幅增长。剔除该因素的影响，外国来华直接投资撤资清

算 90 亿美元，增长 50％，主要为非金融部门的外方股东贷款的流出。 

2．对外直接投资减少 

2009 年上半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133 亿美元，比上年同期下

降 60％；对外直接投资撤资清算等汇回 12 亿美元，增长 28％；流

出 145 亿美元，下降 58％。2009 年上半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

特点是： 

金融和非金融部门对外直接投资均呈现下降态势。2009 年上半

年我国非金融部门对外直接投资 125 亿美元，下降 51％，金融部门

对外直接投资 20 亿美元，下降 76％。 

从投资目的地看，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去向依次为亚洲、

欧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其中，对亚洲地区的投资占 75％，对

欧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地区的投资分别占 15％、8％、1％以及

0.3％。金融部门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香港、英国、美国等金融市场

较为发达的地区。 

从投资的行业分布看，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涉及机械制

造、房地产、资源开发、批零贸易、工程建筑等众多领域。其中，

在制造业、房地产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以及采矿

业的直接投资较为集中，2009 年上半年对以上四个行业的投资额占

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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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3 

拓宽对外投资渠道，改善国际收支状况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外汇储备的大幅增长，国内对境外投资的

需求不断增加，拓宽对外投资渠道，有利于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

种资源，进一步提高我国的对外开放水平。同时，近些年国际收支持续大额顺

差，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之一，提升我国对外投资规模，有利于

促进跨境资金双向流动，改善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在当前经济全球化、一体化

背景下，出台便利国内企业“走出去”的政策措施，有利于企业更好地把握境

外投资机遇，降低投资成本，提高投资收益，支持国内企业做大做强。 

近些年，为推动我国对外投资有序发展，外汇局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首先，积极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便利化。取消境外投资外汇风险审查制度、投资

主体汇回利润保证金的要求以及利润强制调回规定；简化外汇资金来源审查程

序，允许购汇和使用外汇贷款境外投资，放宽并取消境外投资购汇额度限制；

允许境内投资者先行汇出与其境外投资有关的前期费用。其次，切实解决境外

投资企业经营过程中流动资金短缺问题。允许符合条件的中、外资跨国公司通

过财务公司运作、银行委托放款或直接放款等方式，为其所投资的境外企业提

供融资支持，并进一步调整境内企业为境外投资企业发放贷款的政策，降低准

入门槛，调高放款额度，下放审批权限，简化操作环节；在浙江省宁波市开展

试点工作，允许民营企业使用自有外汇、国内外汇贷款或人民币购汇资金对其

境外成员公司进行放款；将境内银行对境外投资企业提供融资性对外担保的管

理从逐笔审批转为余额管理。再次，拓宽境内居民外汇投资渠道。实施合格境

内机构投资者（QDII）境外证券投资制度，培养并锻炼了一批投资管理人才队

伍，引进了国际先进的海外市场投资、交易和清算系统平台。 

下一步，在拓宽对外投资渠道方面，还可以探索以下几种方式，一是进一

步放宽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改变境外直接投资外汇资金来源审核方式，放

松境外直接投资汇兑管理。二是推动境内个人境外直接投资，逐步满足个人对

外直接投资的用汇需求，简化有关管理程序。三是拓宽境内居民外汇投资渠道，

促进我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四是研究支持境外企业和机构到境内发行股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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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并允许购汇汇出。当然，拓宽资本流出渠道的同时，还需要加大资本流

动监测和风险控制力度，提高境内机构和个人对外投资的风险意识，使其在风

险自负的原则下，合规、有序、稳妥地开展对外投资活动。 

（四）证券投资 

2009 年上半年，我国证券投资净流入 202 亿美元，比上年同期

上升 2％。其中，我国对外证券投资净回流 77 亿美元，上年同期为

净回流 148 亿美元；境外对我国证券投资净流入 125 亿美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 147％。 

1．对外证券投资继续净回流 

在对外证券投资中，对外股本证券净流出9亿美元，比上年同期

上升2％；对外债务证券投资净流入86亿美元，下降46％。我国对外

证券投资呈净回流态势的主要原因，一是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态势虽

略有缓解，但对外证券投资的风险仍然较大，境内机构继续减少对外

证券投资；二是为满足国内企业的外汇需求，商业银行将部分投资于

境外证券的资金调入境内运用，在上半年新增外汇存款154亿美元的

情况下，国内外汇贷款增加517亿美元。 

2．境外对我国证券投资净流入增加 

上半年，境外证券投资净流入比上年同期增长 147％，主要原因

是境外机构购买美国银行出售的部分中国建设银行 H 股，使得境外

对我国证券投资增长（与其对应的是美国银行对中国建设银行直接

投资减少）。随着二季度国内证券市场的回暖，境外投资者逐步增加

了对我国的证券投资，上半年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资金净



流入 16 亿美元，而 2008 年同期为净流出 0.7 亿美元。 

（五）外债 

截至 2009 年 6 月末，我国外债余额为 3606 亿美元（不包括香

港特区、澳门特区和台湾地区对外负债，下同），其中，登记外债余

额为 2511 亿美元，贸易信贷余额为 1095 亿美元。 

按期限划分，中长期外债（剩余期限）余额为 1662 亿美元，比

上年末上升 1％，占外债余额的 46％；短期外债（剩余期限）余额

为 1944 亿美元，比上年末下降 8％，占外债余额的 54％。 

图 2-3  中国外债余额及短期外债占比 

2009 年上半年我国外债变动特点如下： 

外债总规模下降趋势减缓，主要是源于贸易信贷外债余额下降

趋势大幅放缓。6 月末，我国外债余额较上年末下降 4％，降幅较一

季度缩小 6 个百分点，而较 3 月末上升 7％。其中贸易信贷余额较上

年末下降 4％，降幅较一季度缩小 22 个百分点，较 3 月末上升了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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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外债余额较上年末下降 4％，较 3 月末下降 1％。 

登记外债余额继续下降，主要源于外资金融机构外债的下降。6

月末，外资金融机构外债较上年末下降 21％；外商投资企业外债稳

中有降，较上年末下降 2％；中资金融机构外债余额略有回升，较上

年末上升 0.2％。 

从债务类型看，登记外债仍以国际商业贷款为主。2009 年 6 月

末，国际商业贷款余额为 1872 亿美元，占登记外债余额的 75％，所

占比重较上年末下降 3 个百分点；外国政府贷款和国际金融组织贷

款余额为 639 亿美元，占登记外债余额的 25％。 

从币种结构看，仍以美元债务为主。在 2009 年 6 月末的登记外

债中，美元债务占 68％，比上年末下降 0.4 个百分点；其次是日元

债务，占 12％，比上年末上升 0.2 个百分点；欧元债务占 6％，比上

年末上升 0.3 个百分点；其他债务包括特别提款权、港币等，合计占

比 14％，比上年末下降 0.1 个百分点。 

中长期债务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及交通运输、仓储

和邮政业。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在登记的 1860 亿美元中长期外

债（签约期限）余额中，投向制造业的为 387 亿美元，占 21％；投

向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为 224 亿美元，占 12％；投向电力、

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为 173 亿美元，占 9％；投向房地产业的

为 128 亿美元，占 7％；投向信息技术服务业的为 117 亿美元，占 6

％。 

贸易信贷余额总体呈下降趋势。受进出口贸易萎缩影响，2009

年 6 月末贸易信贷余额较上年末减少 67 亿美元。其中，进口应付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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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减少 79 亿美元，出口预收余额上升 12 亿美元。出口预收余额略

有增加，主要是由于二季度国际经济开始企稳，我国出口企业的境

外长期订单和大型基建工程项目有所增加，同时为规避收汇风险，

企业加大了预收货款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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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汇市场运行与人民币汇率 

2009年上半年，面对国内外的复杂形势，银行间外汇市场保持平

稳运行，交易意愿逐步恢复，成交水平稳中趋升，境内外市场人民币

升值预期分化。外汇市场参与主体继续扩大，交易模式和清算方式进

一步完善，外汇市场建设稳步推进。 

（一）银行间外汇市场改革和建设情况 

1．扩大外汇市场参与主体 

上半年，新批 3 家财务公司进入银行间外汇市场，扩大多元化

的供求基础，构建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层次。 

表 3-1  2009 年 6 月末银行间外汇市场参与主体构成 

类型 数量 较上年末变动 
即期会员 268 6 
   其中：非银行金融机构 6 3 

     非金融企业 1 0 
远期会员 75 2 
外汇掉期会员  73 0 
货币掉期会员 20 0 
做市商 24 2 

注：剔除外资银行法人化改制因素。 

2．询价交易净额清算业务3试点运行 

为降低外汇交易的信用风险和清算风险，夯实对系统性风险的

                                                        
3银行间外汇市场询价交易净额清算是指，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提供作为多边清算的中央对手方，对每个会

员同一清算日的交易按照币种进行轧差，分别计算出每个会员同一清算日各币种轧差后的应收或应付资

金，并据此与会员进行资金清算。资金清算速度为T+2。交易中心运用清算对手方、净额清算、清算限额、

保证金、钱钱对付（PVP）和相配套的境内外汇结算银行等有效的风险管理措施来防范资金清算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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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能力，促进外汇市场特别是衍生产品市场的长远发展，6 月 1

日在银行间外汇市场询价交易试点推出净额清算业务，21 家做市商

首批参加。试点以来，参与银行反映良好，市场活跃度因清算风险

和交易成本降低而持续提升，6 月份交易量环比增长超过 40％，为

2008 年 8 月以来单月最高成交水平。 

3．银行间市场引入外汇经纪业务 

积极落实《货币经纪公司外汇经纪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加快

引入货币经纪公司开展外汇经纪业务。上半年先后有 3 家货币经纪

公司开办外汇经纪业务，对丰富外汇市场交易平台、提高外汇市场

流动性和交易效率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人民币对主要货币汇率走势 

1．人民币对美元窄幅波动 

6 月末，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收 6.8319，较上年末（6.8346）

下跌 27 个基点。上半年，中间价最高为 6.8399（1 月 14 日），最

低为 6.8201（5 月 5 日），波幅为 198 个基点，而 2008 年上、下

半年的波幅分别为 4405 个和 656 个基点。在上半年的 118 个交易日

中，中间价隔日升值和隔日贬值天数的占比分别为 52％和 48％。 

 

 

 

 

 



 
图 3-1  2009 年上半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走势 

 

 

2．人民币对其它主要货币有升有贬 

上半年，人民币对港币中间价保持平稳，对欧元、日元和英镑

中间价随国际外汇市场波动整体呈现先跌后涨的“V”型走势。6 月

末，人民币对港币中间价报收 0.88153，较 2008 年末（0.88189）下

跌 4 个基点，人民币对港币升值 0.04％；人民币对日元中间价报收

7.1117，较上年末（7.5650）下跌 4533 个基点，人民币对日元升值

6.4％；人民币对欧元中间价报收 9.6408，较上年末（9.6590）下跌

182 个基点，人民币对欧元升值 0.2％；人民币对英镑中间价报收

11.3379，较上年末（9.8798）上涨 14581 个基点，人民币对英镑贬

值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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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2009 年上半年人民币对欧元、日元、港币、英镑中间价走势 

 
     注：年初中间价=100。 

3．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价波动性降低 

上半年，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交易价围绕中间价

窄幅波动。最大单日波幅（最高价-最低价）为 189 个基点（1 月

23 日），日均波幅为 42 个基点，较 2008 年全年水平分别下降 250

个和 69 个基点；交易价相对中间价的最大波幅为 0.27％。 

图 3-3  2009 年上半年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交易价波动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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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境内外人民币远期汇率走势分化 

上半年，境内外远期市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整体呈现先贬后升，

但两个市场的走势分化明显。一季度，美元保持远期升水，人民币

存在一定程度的贬值预期，其中，境外 NDF 的一年期美元最大升水

幅度超过 2500 个基点，人民币预期贬值幅度接近 4％，而同期境内

远期市场的美元升水幅度远低于境外市场。受国际市场美元走弱的

影响，从 3 月下旬开始，境内外远期市场人民币逐步走强，境外 NDF

全面转入美元贴水，但波动明显，一年期美元的最大贴水幅度超过

1600 个基点，人民币预期升值幅度接近 3％。同期，境内远期市场

美元升、贴水交替出现，人民币双向波动的预期较为明显。6 月末境

外 NDF 一年期美元贴水 684 个基点，境内远期市场美元升水 20 个

基点，人民币升贬值预期趋缓。 

图3-4  2009年上半年境内外远期市场1年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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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人民币有效汇率波动加大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数据，按照贸易权重加权的人民币

有效汇率指数在上半年呈现先升后贬，前两个月随美元走强而升值，

后四个月因美元转弱而持续贬值。6 月末，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指数

为 116.19，较汇改前（2005 年 6 月）升值 17.2％，较上年末贬值 1.6

％；扣除通货膨胀差异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为 116.38，较汇

改前升值 19.0％，较上年末贬值 4.0％。 

图 3-5  1994 年 1 月-2009 年 6 月人民币有效汇率走势 

 

（三）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 

1．银行间即期外汇交易 

随着全球金融市场的逐步趋稳，银行间市场人民币外汇即期交

易止跌回升，已恢复至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的水平。在交易

模式上，仍以询价市场为主导，上半年询价与竞价两个市场的成交

量之比约为 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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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银行间远期外汇交易 

上半年，银行间市场人民币外汇远期交易累计成交 782 笔，成

交金额折合 31.9 亿美元，同比和环比分别下降 74％和 35％，日均

成交 0.27 亿美元，交易量处于历史较低水平。 

3．银行间外汇掉期交易 

    上半年，银行间市场人民币外汇掉期交易累计成交 1.1 万笔，

成交金额折合 2887.2 亿美元，同比和环比分别增长 33％和 29％，

日均成交 24.5 亿美元，交易量成为历史最高水平。在期限分布上，

交易短期化趋势明显，3 个月期限以内（含 3 个月）的交易量占交

易总量的比重较 2008 年下半年上升 3 个百分点至 86％，其中隔夜

交易的占比由 2008 年下半年的 47％上升至 63％。 

图 3-6  2007 年 1 月-2009 年 6 月银行间市场远期和外汇掉期成交量 

 

4．做市商维持市场的主体地位 

上半年，做市商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量同比增速略高于整个

市场的增长，市场比重接近 90％，较 2008 年上升 2 个百分点，与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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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持平，对维护市场流动性发挥了积极作用。 

5．银行间外币对外币买卖 

上半年，银行间外币对即期市场成交金额折合 164 亿美元，日

均成交 1.4 亿美元，同比下降 44.2％，环比下降 48.9％。截至 6 月

末，银行间外币对市场共有会员银行 62 家（不包括做市商），较上

年末增加 7 家；做市商银行 16 家，较上年末增加 1 家。 
 

表 3-1  2009 年上半年银行间外币买卖市场各外币对交易情况 

货币对 欧元/
美元 

澳元/
美元  

英镑/
美元 

美元/
日元 

美元/
加元 

美元/瑞
士法郎 

美元/
港元  

欧元/
日元 

成交量  
（亿美元） 52.25  3.71  14.36 13.01 8.57 2.77  81.94  1.20 

成交量占比

（％） 
29.38 2.09 8.08 7.32 4.82 1.56 46.08 0.68 

成交量同比

增长（％） -49.51 155.86 -4.14 -71.05 39.58 55.62 -35.84 -77.32 

笔数 6001 783 1209 2334 347 203 1799 190 
注：成交量为折美元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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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际收支形势展望和政策取向 

（一）形势展望 

下半年外汇净流入可能增加，国际收支较大顺差格局不变。从

国际看，在各国持续大规模的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推动下，世界经

济下行风险将有所减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7 月份预测，2009

年全球经济收缩 1.4％，2010 年将增长 2.5％，后者较其 4 月份预测

值调高 0.6 个百分点。同时，全球金融市场总体继续趋稳，世界主要

股票市场相对稳定，国际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开始上扬，国际信贷

紧缩局面还会进一步改善。我国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的外部环境总

体上将有所好转。从国内看，下半年是我国经济发展企稳回升的关

键时期。我国各项应对危机的举措将渐显成效，有利于进一步巩固

经济回升的势头。当前我国国家财政状况、企业财务状况较为健康，

金融体系相对稳健，有利于我国防范和化解资本流向逆转风险，并

继续维持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 

综合各种因素看，预计全年国际收支平衡状况有望较前些年改

善。首先，全球经济复苏仍需时日，金融体系仍存在大量隐患。主

要经济体就业形势依然严峻，私人部门去杠杆化仍将持续，私人消

费和投资短期内难以明显改善。一些国际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规模

依旧庞大，资产负债表的修复需要较长时间，信贷状况尚未转向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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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其次，我国经济回升向好的势头还不稳定、不巩固、不平衡。

外需严重萎缩的局面仍在持续，国内投资、消费增长较快在很大程

度上得益于政策推动，制约内需扩大的因素仍然较多。再次，我国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境内信贷环境较为宽松，国内企业境外融

资的冲动不高。此外，当前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汇率升值预

期有所弱化，并出现一定分化，近期难以重现前些年强烈的人民币

升值预期。 

 

专栏 4 

主要国家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以来，美国、英国、日本、欧元区等国家和地区，

在传统降息手段难以奏效的情况下，相继采取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指当基准利率已降至“零”水平、难以继续降低以鼓

励借贷时，央行转而通过扩大资产负债表直接向经济体系注入流动性的货币政

策。政策目标是降低利率水平，控制信贷成本；替代部分失效信贷市场的融资

功能，缓解金融市场流动性紧张。实施方式主要包括在公开市场购买政府债券、

向金融机构发放贷款、从银行购买资产等。 

 美国：美联储先后创设或改进了短期标售、短期证券借贷、一级交易商

信贷、商业票据融资以及定期资产抵押证券贷款等多种非常规政策工具，通过

延长贷款期限、扩大抵押品范围、增加流动性供给对象、降低融资成本等方式，

增强对金融机构的流动性支持。在基准利率已降至 0-0.25％的历史低点后，美

联储宣布购买 3000 亿美元中长期国债，并将机构债和机构担保的房贷抵押证券

的购买规模扩大至 2000 亿美元和 1.25 万亿美元。截至 2009 年年中，美联储资

产负债表较危机恶化前已扩张了一倍以上。 

 英国：英格兰银行降息至 300 年来新低 0.5％，同时推出 750 亿英镑的

资产购买计划。经 5 月和 8 月两次扩容后，总规模达 1750 亿英镑，主要用于购



 38

买国债，也有小部分用于购买公司债和商业票据。 

 日本：日本银行将基准利率下调至 0.1％，实施包括购买商业票据和企

业债券、收购日本金融机构持有的股票、提高每月国债购买量至 1.8 万亿日元

等一系列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欧元区：欧央行降息 7 次至 1％的历史最低水平后，推出了 600 亿欧元

的抵押证券购买计划。 

从 2009 年上半年国际经济金融的表现看，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与其他危机应

对政策相配合，在缓解信贷紧缩、稳定经济金融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但长期

来看，受大量有毒资产拖累的金融机构放贷意愿和放贷能力仍处于较低水平，

受财富缩水、就业恶化影响的消费借贷需求也持续低迷，这两方面因素导致投

放的货币大量沉淀在金融体系内，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同时，量化宽松货币政

策加大了未来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增加了经济金融复苏进程中的潜在风险，对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之间的政策协调提出了挑战。 

美国等部分国家已开始考虑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问题，如美联储决定

将密切监控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和组成，并在必要时调整信贷和流动性，以便逐

步淡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但是，从 2009 年 9 月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

行行长会议来看，由于担心刺激政策过早退出会破坏经济复苏进程，主要国家

对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仍然保持谨慎。预计当经济呈现稳固复苏后，主要

国家将陆续采取措施逐步退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而如何选择退出的时机、

力度和工具，如何同其他政策有效配合将成为下阶段主要国家货币当局讨论的

重点。 

（二）政策取向 

下一阶段，国家将继续把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

首要任务，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

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落实和充实完善一揽子计划和相

关政策措施，巩固经济企稳回升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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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管理部门将积极落实中央部署，按照年初确定的工作思路，

继续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一是增强服务

意识，为市场主体提供更加便利的外汇管理政策。推进进出口收付汇

核销制度改革，改进贸易信贷登记管理，促进边境贸易便利化，研究

允许出口收汇存放境外，适时扩大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服务试点。二

是继续以拓宽资本流出渠道为重点，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外汇管理改

革。扩大企业集团外汇资金境内集中运营范围，推进合格境内机构投

资者（QDII）制度实施并扩大 QDII 投资规模，配合有关部门积极推

动政策性银行对外发放境外人民币贷款。三是加强跨境资金均衡管

理。规范服务贸易外汇收支真实性审核管理，修改完善对外担保管理

办法，改进金融机构短期外债指标核定方式。加强国际收支风险预警

系统建设，整合信息系统资源，完善跨境资金统计监测体系。加大外

汇业务合规性检查，严厉打击地下钱庄、网络炒汇等违法行为。四是

进一步加强外汇储备经营管理。继续优化投资管理，完善风险管理和

内部控制制度，确保实现国家外汇储备的总体安全和保值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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