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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俄结算支付体系高度受制于美国ꎮ 在美国滥用金融霸权、
世界 “去美元化” 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ꎬ 中俄结算支付体系面临

着 “去美元化” 的现实需求ꎬ 这给中俄本币结算特别是人民币结算带来重要契

机ꎮ 通过对俄罗斯市场的人民币现实和潜在需求、 人民币结算的政策环境以及金

额技术条件等分析可以预判ꎬ 中俄结算支付体系人民币结算前景良好ꎮ 中俄结算

支付体系 “去美元化” 与扩大人民币结算的主要路径是ꎬ 建设备用结算渠道ꎬ
优化人民币业务空间布局ꎬ 加强政府协调与政策引导ꎬ 深化商业银行合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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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结算支付体系涉及国际金融信息的传输和资金调拨ꎬ 是所有国际经济合

作的关键环节ꎮ 然而ꎬ 美国滥用金融霸权严重威胁到中俄等诸多国家的经济安

全ꎬ 引发和加快了世界 “去美元化” 进程ꎬ 中俄本币结算需求随之迅速增加ꎮ
在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加快的趋势下ꎬ 人民币具有成为中俄结算支付主要货币的优

势条件和良好前景ꎮ

一　 中俄结算支付体系 “去美元化” 的背景

中俄结算支付体系深受复杂的国际政治因素、 经济因素、 技术因素等影响ꎮ
美国滥用世界金融霸权给中俄结算支付体系造成巨大威胁ꎬ 而人民币国际化步伐

加快给中俄结算支付体系更大规模地使用人民币创造了契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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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美国滥用世界金融霸权

金融霸权是美国获取世界经济秩序垄断利益的核心支柱ꎮ 美国滥用世界金融

霸权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ꎬ 获取超额经济利益ꎮ 美元是世界最重要的计价货币、 支付货币和储备

货币ꎬ 绝大多数国家的货币体系高度依赖美元ꎬ 这使美国可以通过发行美元赚取

高额的 “铸币税”ꎬ 并通过操控美元汇率和供需矛盾制造经济动荡乃至危机ꎬ 从

而获取巨额投机性利益ꎮ
第二ꎬ 对外转嫁经济危机ꎮ 为摆脱日益严重的美债危机ꎬ 美联储推出无限量

化宽松政策ꎬ 导致美元严重超发ꎬ 全球美元资产大幅缩水ꎬ 给很多国家带来了输

入性通货膨胀的压力ꎮ
第三ꎬ 获取国际经贸情报ꎮ 美国清算所同业支付系统 (ＣＨＩＰＳ) 保证了美元

的可追溯性以及美国的全球清算控制权ꎮ １９７３ 年成立的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

协会 (ＳＷＩＦＴ) 是最重要、 最安全、 最便捷的国际银行间金融信息传输平台ꎬ 连

接了 ２００ 多个国家的 １ １ 万多家金融机构ꎬ 每年传输约 １８ 亿条消息ꎬ 每天传递

总价值约 ６ 万亿美元的支付订单ꎮ 美国对 ＳＷＩＦＴ 拥有强大的控制力ꎬ 能够及时掌

握 ＳＷＩＦＴ 的交易信息ꎬ 并使其遵从于美国的 “长臂管辖” 政策ꎮ 世界绝大多数

美元国际结算支付须经过 ＳＷＩＦＴ 和 ＣＨＩＰＳꎬ 美国因此掌握着绝大多数美元的流

向ꎬ 并从中得到重要的经济情报ꎮ 使用美元进行的军品交易亦难逃过美国的

监控ꎮ
第四ꎬ 对外施加金融制裁ꎮ 世界上绝大多数金融机构慑于美国的金融霸权ꎬ

不得不遵从美国的 “长臂管辖” 政策ꎬ 按照美国的指令冻结被制裁对象的资产ꎮ
美国只要在金融信息传输系统上采取某些制裁措施ꎬ 就能使被制裁国家孤立于国

际美元体系之外ꎬ 从而重创其国际融资和贸易ꎮ 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

(ＯＦＡＣ) 出台了六类金融制裁清单: 特别指定国民清单 ( 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 ａｎｄ Ｂｌｏｃｋｅｄ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Ｌｉｓｔꎬ ＳＤＮｓ)、 行业制裁识别清单 (Ｓｅｃｔｏｒａｌ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Ｌｉｓｔ)、 海外逃避制裁者清单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Ｅｖａｄｅｒｓ Ｌｉｓｔ)、 巴勒

斯坦立法会清单 (ＮＯＮ － ＳＤＮ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Ｌｉｓｔ)、 非 ＳＤＮ 涉伊朗

制裁法案清单 (Ｎｏｎ － ＳＤＮ Ｉｒａｎ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ｃｔ Ｌｉｓｔ)、 外国金融机构第 ５６１ 条款清

单 (Ｔｈｅ Ｌｉｓｔ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ｏ Ｐａｒｔ ５６１ Ｌｉｓｔ)ꎮ 特别指定国

民清单和行业制裁识别清单对俄罗斯影响最大ꎮ 在没有获得 ＯＦＡＣ 许可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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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ꎬ 美国公司须冻结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的自然人和法人名下的资产ꎬ 不得

与之开展任何交易ꎮ 行业制裁识别名单包括了 ４ 份指令: 指令 １ 要求ꎬ 在未得到

政策豁免或 ＯＦＡＣ 授权准许的情况下ꎬ 美国人不得参与受此指令约束的自然人或

法人的新权益或超过 １４ 天期限的新债务ꎬ 以及与其财产或财产权益有关的所有

交易、 融资或其他交易ꎮ 指令 ２ 的债务期限规定为 ６０ 天ꎬ 且对新权益期限不做

要求①ꎬ 其余内容与指令 １ 相同ꎮ 指令 ３ 下的债务期限规定为 ３０ 天ꎬ 且对新权益

期限不作要求ꎬ 其余内容与指令 １ 相同ꎮ 指令 ４ 禁止美国人直接或者间接地向俄

罗斯油气产业提供任何服务、 技术和科技ꎬ 但豁免了项目所有权占 ３３％ 以下的

自然人或法人的制裁ꎮ
２０００ 年之后ꎬ 美国对伊朗、 朝鲜等国实施了危害性较大的金融领域 “聪明

制裁”ꎮ ２０１４ 年克里米亚事件后ꎬ 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发起了多领域制裁ꎬ
金融制裁是重点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ꎬ 欧洲议会通过了禁止向俄罗斯银行提供 ＳＷＩＦＴ
服务的决议ꎮ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ꎬ ＳＷＩＦＴ 的软件提供商菲纳斯特拉 (Ｆｉｎａｓｔｒａ) 公司暂

停了对两家俄罗斯银行的服务ꎮ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ꎬ 美国财政部宣布ꎬ 如果 ＳＷＩＦＴ 向

伊朗提供服务ꎬ 就会遭到美国制裁ꎬ ＳＷＩＦＴ 被迫切断与伊朗金融机构的对接通

道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ꎬ 美国为干涉香港问题ꎬ 宣布对 １４ 位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

员长实施制裁ꎬ 香港特首也成为了美国金融制裁的对象ꎮ 拜登政府上台后ꎬ 以纳

瓦利内事件为由推动西方对俄采取新制裁措施ꎬ 将多名俄罗斯高官列入金融制裁

名单ꎮ

(二) 世界 “去美元化” 进程加快

美国滥用金融霸权严重威胁世界货币体系稳定ꎬ 导致国际矛盾升级和 “去美

元化” 进程加快ꎬ 主要表现为货币区域化、 本币国际化、 货币互换、 货币数字化

以及金银货币化等ꎮ 中俄欧日等 ４０ 多国开启了 “去美元化” 进程ꎮ 美国曾是最

大石油进口国ꎬ 因此许多石油出口国愿意维护美元地位ꎮ 然而ꎬ 如今美国通过开

采页岩油已成为石油出口国ꎬ 其他石油出口国因此将成为 “去美元化” 的重要

力量ꎮ 世界 “去美元化” 进程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ꎬ 缩减美元外汇储备和美债ꎮ 美元在全球储备中的比重日益下降ꎬ 屡创

新低ꎮ 中国、 法国、 德国、 俄罗斯、 伊朗、 印度、 土耳其等国纷纷减少美元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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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ꎬ 各国央行与美联储的货币互换规模大幅下降ꎬ 导致国际投资者削减美债等美

元资产ꎬ 减少美元在经贸投资中的使用ꎮ 俄罗斯央行的外汇储备也从以美元为主

转向以欧元、 人民币与黄金为主ꎬ 并自 ２０１８ 年初开始大幅出售和削减美债ꎬ 使

其降幅达到 ８５％ ꎮ
第二ꎬ 在国际经济合作中减少美元使用ꎮ 俄罗斯大型石油公司的出口合同完

全停用美元结算ꎬ 将有更多国际贸易绕过美元而主要通过欧元、 人民币等完成ꎬ
欧元与人民币的国际结算占比持续扩大ꎮ ２０１５ 年ꎬ 中俄贸易结算近 ９０％ 使用美

元ꎮ ２０２０ 年第一季度ꎬ 中俄贸易中美元结算占比跌了 ５％ ꎬ 跌至 ４６％的新低ꎮ 同

时ꎬ 两国本币结算份额占总结算额的 ２４％ ꎬ 创下历史新高ꎬ 人民币结算占比升

至 １７％ ꎬ 欧元占比升至 ３０％ ꎬ 卢布结算占比为 ７％ ꎮ
第三ꎬ 摆脱美国的全球清算控制权ꎮ 摆脱受制于美国的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

讯协会 (ＳＷＩＦＴ) 成为多国共识ꎮ 俄罗斯 ２０１２ 年在境内启动了俄罗斯银行金融

报文传送系统 (ＳＰＦＳ)ꎬ 并通过多种方式推动该系统的应用ꎬ 包括降低费用、 通

过立法加强俄罗斯国内金融机构同 ＳＰＦＳ 的联系等ꎮ ２０１８ 年初ꎬ ＳＰＦＳ 扩展到了欧

亚经济联盟成员国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ꎬ ＳＰＦＳ 已拥有包括中国银行在内的 ４１３ 家

银行客户ꎮ 俄罗斯努力加强同中国、 土耳其、 伊朗等国的合作ꎬ 希望推动该系统

在国际上广泛应用ꎮ 为保护俄罗斯公民免于被冻结个人资金ꎬ 俄罗斯还创建了自

己的国家支付系统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正式投入运行的中国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ＣＩＰＳ)ꎬ 用于中国

境内外金融机构进行跨境人民币结算ꎬ 可做到实时转移资金ꎮ 中国人民银行 ２０１８
年 ７２ 号文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业务规则» 明确了参与者使用该系统的条件ꎬ
以及账户管理和操作要求ꎮ ＣＩＰＳ 有直接客户和间接客户ꎮ 直接客户可在 ＣＩＰＳ 开

设账户和接收交易号ꎬ 直接结算跨境人民币付款ꎮ 间接客户无权在 ＣＩＰＳ 开设账

户ꎬ 但拥有一个营业号码ꎬ 可指示直接客户通过 ＣＩＰＳ 用人民币进行跨境结算支

付ꎮ 为保证客户的可靠性ꎬ ＣＩＰＳ 建立了直接客户的接纳和退出机制ꎮ 截至 ２０１９
年上半年ꎬ ＣＩＰＳ 系统共有 ３１ 家直接参与者ꎬ ８４７ 家间接参与者ꎬ 其中包括亚洲

６５０ 家 (含境内 ３６５ 家)、 欧洲 １０５ 家、 北美洲 ２５ 家、 大洋洲 １８ 家、 南美洲 １６
家、 非洲 ３３ 家ꎬ 覆盖了全球 １４８ 个国家和地区ꎬ 开放时间已从 １２ 小时延长至 ２４
加 ４ 小时ꎬ 覆盖了世界所有时区的金融市场ꎬ 消除了内部和外部交易间的 “时间

差”ꎮ 中国外汇交易系统 (ＣＦＥＴＳ) 启动了人民币与俄罗斯卢布的 “支付对支

付” (ＰＶＰ) 系统ꎬ 计划在 “一带一路” 建设框架下与其他外币启动 ＰＶＰ 系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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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法国和英国为与伊朗进行石油与商品贸易而建立了贸易辅助与支持工具

(ＩＮＳＴＥＸ)ꎬ 其实质是一种易货单据撮合系统ꎬ 运作方式是: 伊朗向欧洲供应石油

等产品ꎬ 但货款不汇往伊朗银行ꎬ 而是汇往给伊朗供应工业制成品、 药品和食品等

商品的欧洲公司ꎮ 货物往返于伊朗ꎬ 但资金全部留在欧盟境内ꎮ 伊朗同样设立了与

ＩＮＳＴＥＸ 类似的贸易和金融特别机构 (ＳＴＦＩ)ꎮ ＳＴＦＩ 撮合两个伊朗公司相互支付ꎬ
货款同样不流出伊朗ꎮ ２０１２ 年ꎬ 伊朗所有的银行与 ＳＷＩＦＴ 系统断网ꎬ 改用统一区

域支付清算系统 (ＳＵＣＲＥ)ꎮ 俄罗斯、 中国和印度正在开发一种可在 ＳＷＩＦＴ 断网情

况下进行应急电子结算的方式ꎮ 三国的央行金融信息传输系统将通过网关对接ꎬ 将

交易信息从一个支付系统格式代码转成另一个支付系统格式代码ꎮ

(三) 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加快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第一大贸易体、 购买力超过美国的最大消费市

场ꎬ 还是后疫情时期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世界主要经济体ꎮ 然而ꎬ 人民币的国

际地位与中国的全球经济地位不相匹配ꎬ 人民币国际化是必然趋势ꎮ
从 ２００９ 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启动以来ꎬ 人民币跨境使用逐步扩大ꎬ

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定价功能稳步提升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ꎬ 人民币被纳入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 ＳＤＲ１ 货币篮子ꎬ 在中国大陆跨境支付货币中排名仅次美元而居第二

位ꎬ 成为继美元、 欧元和英镑后国际结算中第四大货币和 ＳＤＲ 权重排名第三大

货币ꎬ 并不断向国际贸易货币、 跨境投资货币、 国际信贷货币、 储备货币等方向

发展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底ꎬ 已有土耳其、 巴基斯坦、 俄罗斯、 尼日利亚、 伊朗、 阿

尔及利亚等近 ３０ 个国家和地区可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ꎮ 中国还与俄罗斯、 日

本、 韩国、 阿根廷、 英国、 瑞士、 巴西等国签署了本币互换协议ꎮ 俄罗斯宣布发

行人民币债券ꎬ 将人民币纳入储备货币ꎮ ２０１８ 年人民币在俄罗斯外汇储备占比

从 ２ ８％大幅提高到 １４ ４％ ꎮ ２０１９ 年ꎬ 中国人民银行与欧洲中央银行续签了规模

为 ３ ５００ 亿元人民币 / ４５０ 亿欧元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ꎮ 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ＳＷＩＦＴ)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３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ꎬ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ꎬ 在基于金额统计的

全球支付货币排名中ꎬ 人民币升至第五位ꎬ 占比为 １ ７６％ ꎮ 此前ꎬ 人民币的全球

支付货币排名已连续两个月位居第六位①ꎮ
中国跨境人民币使用政策与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基本建立ꎬ 相关金融基础设施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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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全球支付货币排名升至第五人民币国际化稳步推进»ꎬ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４ 日ꎬ 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 ｂａｉ
ｄｕ ｃｏｍ / ｓ? ｉｄ ＝ １６７３０６４６００５７６４７４２１７＆ｗｆｒ ＝ 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 ＝ ｐ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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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ꎬ 市场参与机构迅速扩大ꎬ 跨境业务渠道逐步畅通ꎬ 这为中国经济金融深化改

革、 扩大开放创造了重要条件ꎬ 人民币跨境结算支付能力的提升亦得到了有力保障ꎮ
２０１９ 年初ꎬ 人民银行强调人民币国际化的工作重点ꎬ 为人民币国际化指明

了方向ꎬ 即 “以服务实体经济、 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为导向ꎬ 进一步完善人民币

跨境使用政策ꎻ 优化央行间货币合作框架ꎻ 完善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服务框

架ꎮ”①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经济地位继续增强ꎬ 人民币作为国际结算货币

和储备货币的职能将相应增强ꎮ 央行数字人民币的推出ꎬ 将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

新动力ꎬ 也为中俄扩大人民币结算创造契机ꎮ

(四) 中俄结算支付体系高度受制于美国

１ 中俄跨境结算支付依赖于 ＳＷＩＦＴ

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ＳＷＩＦＴ) 在世界范围内应用了近 ５０ 年ꎬ 支持了绝

大多数跨国结算支付业务ꎬ 拥有很强的客户粘性ꎬ 在全球结算支付体系中的统治

地位短时期内难以撼动ꎮ 中俄本外币跨境结算支付主要以 ＳＷＩＦＴ 为通道ꎬ 通过

银行间账户和代理行账户完成ꎮ

图 １　 中俄间结算支付流程图

中国工商银行是目前唯一在俄罗斯开设人民币清算中心的中国银行ꎬ 其开展

的中俄结算支付业务具有很强的代表性ꎮ 中方或俄方商业银行接受企业的人民币

跨境结算支付业务时ꎬ 需同时在工商银行莫斯科分行和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开设账

户ꎬ 俄方商业银行通过俄罗斯金融信息传输系统 (ＳＰＦＳ) 或 ＳＷＩＦＴ 与工行莫斯

科分行交换结算支付信息ꎬ 中方商业银行通过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 (ＣＮＡＰＳ) 或

者 ＣＩＰＳ 与中国工商银行总行交换结算支付信息ꎬ 中国工商银行总行通过 ＳＷＩＦＴ
与工商银行莫斯科分行交换结算支付信息ꎮ 也就是说ꎬ 中俄结算支付信息即使在

本国境内可以绕过 ＳＷＴＦＴ 进行交换ꎬ 其跨境交换也只能通过 ＳＷＩＦＴ 进行ꎮ

５１

① 林景臻: «强化人民币国际化基础性工作»ꎬ 载 «中国金融» 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４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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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工商银行人民币跨境结算支付流程图

　 　 工商银行的中俄跨境卢布结算支付业务流程与人民币结算支付业务流程相

似ꎬ 区别在于: (１) 在中国境内ꎬ 中国工商银行与收款行是账户行关系ꎬ 工商

银行需向央行申请卢布额度ꎮ (２) 俄方商业银行与工商银行莫斯科分行交换支

付信息时ꎬ 需使用俄罗斯央行支付系统 (ＢＲＰＳ) 或 ＳＷＩＦＴꎮ ＢＲＰＳ 是由俄罗斯央

行负责运营的银行间支付活动的核心系统ꎬ 是俄罗斯最重要的两个全国性支付系

统之一ꎮ 根据覆盖区域、 交易金额、 交易规则、 每日结算时间、 参与者类别、 支

付工具、 交易速率和技术的不同ꎬ 俄罗斯央行支付系统可以进一步分为大额支付

系统———银行电子快速支付系统 ( ＲＴＧＳꎬ 也被称为 ＢＥＳＰ)、 大小额支付系

统———区域电子支付系统 (ＶＥＲ)、 区域间电子支付系统 (ＭＥＲ) 和使用信函的

支付系统ꎮ 其中ꎬ 最重要的是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投入运行的银行电子快速支付系统ꎮ
俄罗斯监管部门要求ꎬ 凡是超过 １ 亿卢布的支付必须使用该系统ꎮ

图 ３　 工商银行卢布跨境结算支付流程图

工商银行的中俄跨境美元结算支付业务流程完全处于美国监管之下ꎬ 无论在

中国境内还是在俄罗斯境内ꎬ 都须使用 ＳＷＩＦＴ 系统进行美元结算支付ꎮ 美元跨

境结算支付不但须通过 ＳＷＩＦＴꎬ 而且要通过美元清算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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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工商银行美元跨境结算支付流程图

２ 中俄结算支付服务依赖于美国

卢布对人民币汇率仍是套汇汇率ꎬ 须通过美元彼此联系ꎮ 人民币跨境支付

系统 (ＣＩＰＳ) 不仅依赖于美国技术和软件ꎬ 还依赖于受美国控制的 ＳＷＩＦＴꎬ 其

所有的结算支付信息都处于美国监控之下ꎮ 中国银联卡支付系统依赖于美国公

司ꎬ 不得不使用美国 ＢＭＣ 软件公司的服务ꎬ 借用美国公司的软件来监控结算

支付系统和生产银行卡ꎮ ２０１５ 年俄罗斯建立了国家支付卡系统ꎬ 但俄罗斯银

行支付系统在技术上也受制于美国公司 “ＰＳＣ ＣａｒｔＳｔａｎｄａｒｄ”ꎮ 该公司系金融技

术服务公司ꎬ 服务于俄罗斯境内 １００ 多家银行ꎮ 因此ꎬ 失去美国金融服务ꎬ 中

俄金融机构的国际结算支付业务将遭受沉重打击ꎮ 中俄所有的金融机构都极力

避免因违反美国 “长臂管辖” 政策而被列入美国的金融制裁清单ꎮ

二　 中俄结算支付体系中人民币结算前景

俄罗斯对人民币市场需求旺盛ꎬ 两国本币结算合作机制与渠道不断健全ꎬ 法

律保障逐渐加强ꎬ 边贸本币结算模式日渐成熟ꎬ 人民币在中俄本币结算中的占比

日益增加ꎬ 使用范围不断扩大ꎬ 发展前景良好ꎮ

(一) 市场需求分析

中俄结算支付体系对人民币需求呈快速上升趋势ꎬ 主要原因如下:

１ 人民币汇率具有稳定性

汇率稳定性是影响结算支付币种选择的重要因素ꎮ 人民币对美元和欧元等世

界主要通用货币的汇率较为平稳ꎬ 而对卢布汇率波动较大ꎬ 主要原因是卢布汇率

不稳ꎬ 人民币对卢布汇率不得不随之调整ꎮ 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大多不愿承担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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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不稳的卢布所造成的换汇风险ꎬ 在本币结算中更愿意使用人民币ꎮ
人民币对卢布直接交易有助于降低汇率风险ꎬ 简化交易环节ꎬ 节省交易成

本ꎬ 丰富企业和市场选择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和 １２ 月 １５ 日ꎬ 卢布和人民币分别

登陆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和莫斯科外汇交易中心ꎬ 开创了两国银行间货币现汇交

易的先河ꎮ ２０１８ 年初ꎬ 人民币在莫斯科外汇交易中心日均交易量达 ２ 亿美元ꎮ 俄

罗斯莫斯科证券交易所有 １７０ 多家银行和经纪公司从事人民币交易ꎮ 中国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也在俄罗斯交易平台上进行人民币

交易ꎮ

图 ５　 ２０１０ ~ ２０２０ 年人民币汇率变化

资料来源: 根据 «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１９９４ ~ ２０２０» 的数据编制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ａｆｅ
ｇｏｖ ｃｎ / ｓａｆｅ / ２０２０ / １２１８ / １７８３３ ｈｔｍｌ

图 ６　 ２０１０ ~ ２０２０ 年美元对卢布汇率走势

资料来源: 俄罗斯中央银行ꎮ

２ 人民币在俄外汇和国家福利基金占比较大

２０１６ 年ꎬ 俄罗斯央行把人民币纳入本国外汇储备ꎮ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ꎬ 人民币在

俄罗斯央行黄金外汇储备中的占比为 １２ ２％ ꎬ 是俄罗斯第三大储备外汇ꎮ 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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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２ 月 ２４ 日ꎬ 俄罗斯财政部决定将美元和欧元在俄罗斯国家福利基金 (ＮＷＦ)
货币结构的比例从 ４５％下调至 ３５％ ꎬ 而将人民币的比例提高到 １５％ ①ꎮ

图 ７　 俄罗斯央行黄金外汇储备结构图 (２０１９ 年和 ２０２０ 年)
资料来源: Обзор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Банка России по управлению активами в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валютах и золоте № ４ (５６) ꎬ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ｃｂｒ. ｒｕ /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 ｆｉｌｅ / ３１８１９ / ２０２０ －０４＿
ｒｅｓ ｐｄｆ

３ 中俄贸易对人民币需求巨大

中俄已确定 ２０２４ 年将双边贸易额提升至 ２ ０００ 亿美元的目标②ꎮ ２０２０ 年中俄

经贸合作经受住了疫情考验ꎬ 显示出较强韧性ꎬ 双方合作互补性强、 长期向好的

基本面没有改变ꎮ ２０２０ 年中俄双边货物贸易额 １ ０７７ ７ 亿美元ꎬ 连续三年突破千

亿美元大关ꎮ 中国在俄外贸中的占比进一步提升ꎬ 连续 １１ 年稳居俄第一大贸易

伙伴国地位③ꎮ

９１

①

②

③

Анастасия Башкатова: Российские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е резервы все больше зависят от Китаяꎬ ２５
февраля ２０２１ꎬ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ｈｔｔｐｓ: / / ｙａｎｄｅｘ ｒｕ / ｔｕｒｂｏ / ｎｇ ｒｕ / ｓ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２０２１ － ０２ － ２５ / １ ＿ ８０９０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 ｈｔｍｌ

«中俄总理第二十四次定期会晤成果丰硕 中俄努力向 ２ ０００ 亿美元贸易发展目标迈进»ꎬ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９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９ － ０９ / １９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５４３１２２６ ｈｔｍ

«２０２０ 年中俄双边货物贸易额 １０７７ ７ 亿美元 连续三年突破千亿美元大关»ꎬ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９ 日ꎬ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 ｃｃｔｖ ｃｏｍ / ２０２１ / ０１ / ２９ / ＡＲＴＩＪＹＷ２ｄＮ７ＲＶＭＸ５ｈＴＫＷｗｉｅＫ２１０１２９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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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传统的能源和矿产品领域仍有巨大合作潜力外ꎬ 农业、 投资和工程承

包、 科技合作发展较快ꎬ 有望成为中俄经贸合作的新支柱ꎮ ２０２０ 年ꎬ 中俄农产

品贸易额 ５５ ５ 亿美元ꎬ 创历史新高ꎬ 中国跃升为俄农产品和肉类第一大出口市

场ꎮ “宅经济” 拉动电子产品对俄出口快速增长ꎬ 笔记本电脑、 平板电脑出口分

别增长 ３９％和 ２９％ ꎬ 中国品牌智能手机跃居俄市场销量榜首ꎮ 投资和工程承包

逆势增长ꎬ 中俄新签工程承包合同额占对欧洲新签合同额的近 ３０％ ꎮ 科技创新

合作全面深化ꎬ 总额 １０ 亿美元的中俄联合科技创新基金启动运营ꎬ 双方在 ５Ｇ、
云服务、 智慧出行等领域的合作取得积极进展①ꎮ

表 １　 ２０１９ 年和 ２０２０ 年俄罗斯对华出口商品构成比例

商品类别 ２０１９ 年占比 (％ ) ２０２０ 年占比 (％ )

矿产品 ７３ ０９ ６５ ４５

木材及制品 ７ ６６ ８ ７５

食品和农业原料 ５ ６２ ８ ０７

金属及制品 ２ ９４ ６ ０７

机电和交通产品及设备 ４ ７７ ４ ６０

化工产品 ４ ７７ ４ ６０

　 　 资料来源: Торговля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Китаем в ２０２０ г ꎬ Внешняя торговля Россииꎬ １３ февраля ２０２１
г ꎬ ｈｔｔｐｓ: / / ｒｕｓｓｉａｎ －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ｍ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ａｎｄ － ｒｅｖｉｅｗｓ / ２０２１ － ０２ / ｔｏｒｇｏｖｌｙａ － ｍｅｚｈｄｕ － ｒｏｓｓｉｅｙ － ｉ － ｋｉｔａｅｍ － ｖ －
２０２０ － ｇ /

表 ２　 ２０２０ 年较 ２０１９ 年俄罗斯对华出口增长额最大的商品

商品类别 增长额 (美元)

铜及其制品 ６９５ ９３６ ３８７

矿石ꎬ 矿渣和灰分 ６０３ １０８ ７２７

动植物油脂及其产品ꎻ 食用脂肪ꎻ 动物或植物蜡 ４８２ ７８９ ２０９

黑色金属 ４７３ ９４２ ７６４

塑料及其制品 ４５２ ２４３ ８０３

油料种子和果实ꎻ 其他种子ꎬ 水果和谷物ꎻ 药用植物和用于技
术目的的植物ꎻ 稻草和饲料

２１２ ２０７ ５４１

０２

① «２０２０ 年中俄双边货物贸易额 １０７７ ７ 亿美元 连续三年突破千亿美元大关»ꎬ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９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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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和食用杂碎 １６９ ８６７ ２０８

纸和纸板ꎻ 纸浆ꎬ 纸或纸板制成品 １６７ ３３１ ９９１

　 　 资料来源: Торговля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Китаем в ２０２０ г. ꎬ Внешняя торговля Россииꎬ １３ февраля ２０２１
г. ꎬ ｈｔｔｐｓ: / / ｒｕｓｓｉａｎ －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ｍ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ａｎｄ － ｒｅｖｉｅｗｓ / ２０２１ － ０２ / ｔｏｒｇｏｖｌｙａ － ｍｅｚｈｄｕ － ｒｏｓｓｉｅｙ － ｉ － ｋｉｔａｅｍ － ｖ －
２０２０ － ｇ /

中俄经贸合作发展带动了中俄结算支付业务的增长ꎮ ２０２０ 年ꎬ 中俄间跨境

支付业务为 ３３ 万余笔ꎬ 同比增长 １９ ６１％ ꎬ 清算金额为 １ ０６９ ８６ 亿美元ꎬ 同比

增长 ３３ ６７％ ꎮ 两国间结算货币以人民币和欧元结算为主ꎬ 占所有货币的

９３ ８９％ ꎮ 美元、 欧元支付笔数增长较多ꎬ 分别为 ４５ ０８％和 ３８ ６３％ ꎬ 欧元清算

金额增长近 ３ 倍①ꎮ 从支付报文类型来看ꎬ 客户类汇款为 ３０ ６４ 万笔ꎬ 占中俄跨

境支付业务的 ９２ ６６％ ꎬ 同比增长 ５ ３５％ ꎮ 客户类汇款清算金额为 ４３９ ２８ 亿美

元ꎬ 占中俄跨境清算金额的 ４１ ０６％ ꎬ 同比增长 １３５ １７％ ꎮ 资金类汇款为 ２ ４３
万笔ꎬ 占中俄跨境支付业务的 ７ ３４％ ꎬ 同比减少 ９ ７７％ ꎮ 资金类汇款清算金额

为 ６３０ ５８ 亿美元ꎬ 占中俄跨境清算金额的 ５８ ９４％ ꎬ 同比增长 ３１ ６４％ ꎮ

表 ３　 ２０２０ 年中他双边支付业务笔数

结算货币 中→俄 俄→中 中借双向合计

美元 (ＵＳＤ) １０ ７５０ １４３ １２６ １５３ ８７６

人民币 (ＣＮＹ) １７ ４２８ １３９ ２０３ １５６ ６３１

卢布 (ＲＵＢ) １２ ８２３ ６６ ９１ １９ ５１４

欧元 (ＥＵＲ) ２６６ ４４１ ７０７

合计 ４１ ２６７ ２８９ ４６１ ３３０ ７２８

　 　 资料来源: 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ＳＷＩＦＴ) ＷＡＴＣＨ 工具ꎮ

表 ４　 ２０２０ 年中俄双边支付清算金额 (单位: 亿美元)

结算货币 中→俄 俄→中 中借双向合计

美元 (ＵＳＤ) ７３ ７１ ８０ ５９ １５４ ２９

人民币 (ＣＮＹ) ２３８ ５２ ２４２ ０９ ４８０ ６２

卢布 (ＲＵＢ) ２２ ５０ ７ １４ ２９ ６５

１２

① 数据来自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ＳＷＩＦＴ) ＷＡＴＣＨ 工具ꎮ 中俄间跨境支付数据仅包括两国间直
接清算的业务ꎬ 不包括通过美、 欧洲等第三方国家清算的业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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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 (ＥＵＲ) ２１８ ４８ １８６ ８３ ４０５ ３１

合计 ５５３ ２１ ５１６ ６５ １ ０６９ ８６

　 　 资料来源: 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ＳＷＩＦＴ) ＷＡＴＣＨ 工具ꎮ

表 ５　 ２０２０ 年中俄跨境客户类支付业务情况

结算货币

业务数 清算金额 (亿美元)

中→俄 俄→中
中俄双向笔

缴合计
中→俄 俄→中

中俄双向
笔缴合计

美元 (ＵＳＤ) ７ ０２４ １４２ ０９２ １４９ １１６ ４１. ５０ ５６. ９６ ９８. ４６

人民币 (ＣＮＹ) ７ １９５ １３２ １０９ １３９ ３０４ ３７ ０９ ７１ ０９ １０８ １８

卢布 (ＲＵＢ) １１ ５６９ １７ ５７８ ２９ １４７ ４ ６０ １ ２２４ １ ２２８ ６

欧元 (ＥＵＲ) ９７ ３４４ ４４１ ２０５ ９８ １４ ４１ ２２０ ３９

　 　 资料来源: 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ＳＷＩＦＴ) ＷＡＴＣＨ 工具ꎮ

表 ６　 ２０２０ 年中俄跨境资金类支付业务情况

结算货币

业务数 清算金额 (亿美元)

中→俄 俄→中
中俄双向
笔缴合计

中→俄 俄→中
中俄双向
笔缴合计

美元 (ＵＳＤ) ３ ７２６ １ ０３４ ４ ７６０ ３２ ２０ ２３ ６３ ５５ ８３

人民币 (ＣＮＹ) １０ ２３３ ７ ０９４ １７ ３２７ ２０１ ４３ １７１ ００ ３７２ ４４

卢布 (ＲＵＢ) １ ２５４ ６８２ １ ９３６ １ ４８６ ２ ５４ １７ ４０

欧元 (ＥＵＲ) １６９ ９７ ２６６ １２ ５０ １７２ ４２ １８４ ９２

合计 １５ ３８２ ８ ９０７ ２４ ２８９ ２６０ ９９ ３６９ ５９ ６３０ ５８

　 　 资料来源: 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ＳＷＩＦＴ) ＷＡＴＣＨ 工具ꎮ

２０２０ 年中俄支付业务中ꎬ 中方支出各币种笔数合计 ４ １ 万余笔ꎬ 俄方支付笔

数为 ２８ ９５ 万余笔ꎬ 但是双边清算总额基本相等ꎮ 这说明ꎬ 中方交易支出主要以

集中度高的大型采购为主ꎬ 而俄方交易支出更多体现为中小企业交易ꎮ 从贸易集

中度看ꎬ 中俄贸易中大额交易在趋向使用人民币、 欧元交易ꎬ 人民币结算达

４８０ ６２ 亿美元货值ꎬ 欧元结算达 ４０５ ３１ 亿美元货值ꎬ 分别占贸易清算总额的

４４ ９２％和 ３７ ８８％ ꎮ 美元在中俄双边贸易额中占比仅为 １４ ４２％ ꎬ 共计 １５４ ２９ 亿

美元ꎬ 而卢布占比很小ꎮ 这说明ꎬ 中俄在大型交易中有条不紊地进行 “去美元

化”ꎮ 人民币在中俄支付中从笔数到货值基本稳定ꎮ 因此ꎬ 欧元的增长代表了大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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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交易中人民币的需求缺口ꎮ 欧元在中俄结算支付业务中的突出特点是单笔交易

集中度很高ꎬ 俄罗斯对华支付的 ４４１ 笔欧元交易共计 １８６ ８３ 亿美元ꎬ 平均单笔

为 ４ ２３６ ５ 万美元ꎬ 中国对俄支付的 ２６６ 笔欧元结算交易共计 ２１８ ４８ 亿美元ꎬ 平

均单笔为 ８ ２１３ ５ 万美元ꎮ 这说明ꎬ 欧元结算的中俄贸易基本为大型企业采购ꎬ
而中俄大企业对两国政策的配合度较高ꎮ 因此ꎬ 在两国充分协调的情况下ꎬ 存在

短期内人民币挤占欧元完成 ４０５ ３１ 亿美元货值相当大部分交易结算的现实可

能性ꎮ

４ 俄罗斯对人民币投资需求迅速增加

受国际能源价格长期低迷、 西方经济制裁等多重因素影响ꎬ 俄罗斯财政预算

赤字日益增加ꎬ 俄罗斯企业从西方获得融资日益艰难ꎮ

表 ７　 俄罗斯联邦预算情况 (单位: １０ 亿卢布)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总收入 １４ ４９６ ９ １３ ６５９ ２ １３ ４６０ ０ １５ ０８８ ９ １９ ４５４ ４ ２０ １８８ ８ １８ ７２２ ２

１ 油气收入 ７ ４３３ ８ ５ ８６２ ７ ４ ８４４ ０ ５ ９７１ ９ ９ ０１７ ８ ７ ９２４ ３ ５ ２３５ ２

２ 非油气收入 ７ ０６３ １ ７ ７９６ ６ ８ ６１６ ０ ９ １１７ ０ １０ ４３６ ６ １２ ２６４ ５ １３ ４８６ ９

３ 国内生产收入 ３ １１３ ６ ３ ４６７ ６ ３ ７８０ ６ ４ ７４１ ９ ５ ４３０ ９ ６ ３８９ ６ ６ ２６０ ３

(１) 国内增值税 ２ １８１ ４ ２ ４４８ ３ ２ ６５７ ４ ３ ０６９ ９ ３ ５７４ ６ ４ ２５７ ８ ４ ２６８ ６

(２) 消费税 ５２０ ８ ５２７ ９ ６３２ ２ ９０９ ６ ８６０ ７ ９４６ ７ ９００ ３

(３) 所得税 ４１１ ３ ４９１ ４ ４９１ ０ ７６２ ４ ９９５ ５ １ １８５ ０ １ ０１９ ４

４ 进口收入 ２ ４７４ ３ ２ ４０４ ４ ２ ５３９ ６ ２ ７２８ ６ ３ ２１１ ５ ３ ６４４ ５ ３ ７４８ ８

(１) 进口商品增值税 １ ７５０ ２ １ ７８５ ２ １ ９１３ ６ ２ ０６７ ２ ２ ４４２ １ ２ ８３７ ４ ２ ９３３ ５

(２) 进口货物消费税 ７１ ６ ５４ ０ ６２ １ ７８ ２ ９６ ３ ９０ ３ １０２ １

(３) 进口关税 ６５２ ５ ５６５ ２ ５６３ ９ ５８３ ２ ６７３ ０ ７１６ ９ ７１３ ２

其他收入 １ ４７５ ２ １ ９２４ ６ ２ ２９５ ８ １ ６４６ ５ １ ７９４ ２ ２ ２３０ ４ ３ ４７７ ８

总支出 １４ ８３１ ６ １５ ６２０ ３ １６ ４１６ ４ １６ ４２０ ３ １６ ７１３ ０ １８ ２１４ ５ ２２ ８２１ ５

１ 全国性问题ꎬ 包括国
债和市政债

９３５ ７ １ １１７ ６ １ ０９５ ６ １ １６２ ４ １ ２５７ １ １ ３６３ ５ １ ５０７ ７

２ 国防 ２ ４７９ １ ３ １８１ ４ ３ ７７５ ３ ２ ８５２ ３ ２ ８２７ ０ ２ ９９７ ４ ３ １６８ ８

３ 国家安全与执法行动 ２ ０８６ ２ １ ９６５ ６ １ ８９８ ７ １ ９１８ ０ １ ９７１ ６ ２ ０８３ ２ ２ ２２６ ６

４ 国民经济 ３ ０６２ ９ ２ ３２４ ２ ２ ３０２ １ ２ ４６０ １ ２ ４０２ １ ２ ８２７ １ ３ ４８３ ９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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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住房和公用事业 １１９ ６ １４４ １ ７２ ２ １１９ ５ １４８ ８ ２８２ ２ ３７１ ５

６ 环境保护 ４６ ４ ４９ ７ ６３ １ ９２ ４ １１６ ０ １９７ ６ ２６０ ６

７ 教育 ６３８ ３ ６１０ ６ ５９７ ８ ６１５ ０ ７２２ ６ ８２６ ５ ９５６ ９

８ 文化影视 ９７ ８ ８９ ９ ８７ ３ ８９ ７ ９４ ９ １２２ ４ １４４ ５

９ 卫生保健 ５３５ ５ ５１６ ０ ５０６ ３ ４３９ ８ ５３７ ３ ７１３ ０ １ ３３４ ４

１０ 社会政策 ３ ４５２ ４ ４ ２６５ ３ ４ ５８８ ５ ４ ９９２ ０ ４ ５８１ ８ ４ ８８２ ８ ６ ９９０ ３

１１ 体育运动 ７１ ２ ７３ ０ ５９ ６ ９６ １ ６４ ０ ８１ ４ ７５ ３

１２ 大众传媒 ７４ ８ ８２ １ ７６ ６ ８３ ２ ８８ ４ １０３ ５ １２１ １

１３ 偿还国债和市政债 ４１５ ６ ５１８ ７ ６２１ ３ ７０９ ２ ８０６ ０ ７３０ ８ ７８４ ２

１４ 一般预算向
联邦预算转拨

８１６ １ ６８２ ０ ６７２ ０ ７９０ ７ １ ０９５ ４ １ ００３ １ １ ３９５ ９

赤字 ( － ) 或
盈余 ( ＋ ) －３３４ ７ － １ ９７１ ０ － ２ ９５６ ４ － １ ３３１ ４ ２ ７４１ ４ １ ９７４ ３ － ４ ０９９ ４

非油气赤字 －７ ７６８ ５ － ７ ８２３ ７ － ７ ８００ ４ － ７ ３０３ ３ － ６ ２７６ ４ － ５ ９５０ ０ － ９ ３３４ ６

　 　 资料来源: Ежегодная информация об исполнении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бюджетаꎬ Минфин Россииꎬ ２４ ０２
２０２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ｍｉｎｆｉｎ ｇｏｖ ｒｕ / ｒｕ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ｆｅｄｂｕｄ

２０１９ 年ꎬ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 １ ３６９ １ 亿美元ꎬ 中国 ２ ７５ 万家投资者

在国 (境) 外共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 ４ ４ 万家ꎬ 分布在全球 １８８ 个国家 (地
区)ꎬ 年末境外企业资产总额 ７ ２ 万亿美元ꎬ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占全球当年

流量、 存量的 １０ ４％和 ６ ４％ ꎬ 流量位列全球国家 (地区) 排名的第 ２ 位ꎬ 存量

列第 ３ 位①ꎮ 中国成为俄罗斯国际融资的重点国ꎬ 对俄人民币融资规模不断扩大ꎮ
国家开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与俄罗斯商业银行签订 ５ 笔总额 ４００ 亿元人民币同业

融资协议ꎮ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末ꎬ 完成实际融资 ３１６ 亿元ꎬ 主要用于 ３５ 个中俄贸

易合作项目ꎬ 涉及冶金、 矿业、 交通、 油气等ꎮ 哈尔滨银行作为牵头行和俄罗斯

开发与对外经济银行签署的总额 １００ 亿元人民币的同业间银行授信协议进入提款

阶段ꎮ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末ꎬ 实际提款 ５ ５６ 亿元ꎬ 主要用于火力发电和水力发电

项目②ꎮ 人民币融资的扩大势必增加人民币结算支付需求ꎮ 并且ꎬ 随着人民币投

融资项目的运营和成长ꎬ 人民币投融资和结算支付规模将进一步扩大ꎮ

４２

①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国家统计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编: «２０１９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
报»ꎬ 中国商务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ꎬ 第 ３ ~ ４ 页ꎮ

«黑龙江省对俄金融合作迈入新时代»ꎬ 转引自中国服务贸易指南网ꎬ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０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ｔｒａｄｅｉ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ｄｉｆａｎｇ / ｍａｏｙｄｔ / ２０１９０６ / ８５２９７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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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中俄本币结算条件显著改善

２０１７ 年ꎬ 中国工商银行在莫斯科启动了人民币清算行业务ꎮ 多家俄罗斯银

行加入了中国人民银行启动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ＣＩＰＳ)ꎮ 中俄天然气、 石

油、 黄金交易等都可以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ꎮ

图 ８　 同步交收卢布结算业务

资料来源: 中国银行ꎮ

人民币对卢布交易同步交收业务是践行 “一带一路” 战略的重要举措ꎬ 最

早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在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金融合作分委会第十六次会议提

出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９ 日ꎬ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正式推出同步交收业务ꎬ 标志着中国

外汇市场正式建立人民币对外币同步交收机制ꎬ 以此消除外汇交易结算过程中由

于两种货币的清算时差造成的结算风险ꎬ 提高中俄间本币资金流动时效ꎮ 中国银

行被外汇交易中心指定为同步交收业务的卢布结算行ꎬ 为同步交收业务提供卢布

结算服务ꎮ ２０２０ 年ꎬ 卢布同步交收结算业务笔数同比增长 １３６％ ꎬ 清算金额同比

增加 ８８ ８４％ ꎮ
中俄金融机构正加强银联卡发卡和受理合作ꎮ 中国农业银行 ２００９ 年与俄方

合作推出借记卡ꎬ 用户可以在俄罗斯 ＡＴＭ 机提取人民币、 卢布和美元现金ꎮ
２０１４ 年ꎬ 中国银联与俄方合作发行卢布和人民币银联卡ꎮ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末ꎬ
俄罗斯发卡机构发行银联卡 ２３０ 余万张ꎬ 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 俄罗斯 ＶＴＢ 银

行等多家大型商业银行超过 １０ 万台 ＡＴＭ 机可受理银联卡ꎮ
中俄边贸本币结算渠道日益通畅ꎮ 黑龙江省银行与俄罗斯银行开展了多种形

式的银行代理业务ꎬ 在产品创新、 本币贸易融资、 优质客户推介等领域合作不断

深入ꎬ 本币结算业务稳步发展ꎮ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末ꎬ 中俄双方银行共设代理行

账户 ９８ 户ꎮ ２０１９ 年 １ ~ ４ 月ꎬ 办理本币结算业务 ４ １ 亿美元ꎬ 其中人民币结算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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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４ 亿美元ꎬ 占比 ５７ ４％ ꎮ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３ 日ꎬ 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在哈尔滨

新区成立了黑龙省首家对俄跨境金融服务中心ꎮ 哈尔滨银行作为中俄金融联盟中

方发起行、 银行间市场卢布做市商ꎬ 率先上线了跨境电商在线支付平台ꎬ 代理行

网络覆盖俄罗斯主要区域ꎬ 并在哈尔滨新区搭建了对俄企业 “一站式” 综合金

融服务平台——— “对俄结算服务中心”ꎮ ２０１９ 年 １ ~ ４ 月ꎬ 黑龙江省对俄跨境人

民币业务实际收付合计 １８ ５ 亿元①ꎮ

(二) 政策法律分析

在结算支付体系中扩大人民币结算受政策法律因素影响很大ꎬ 而政策法律因

素取决于政治因素ꎮ 推动中俄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不是权宜之计ꎬ 而是两国高层在

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基础上达成的共识ꎬ 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和历史发展规律ꎮ 中

俄互为最大邻国ꎬ 同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新兴大国ꎬ 拥有相似的战略处境、 相

通的战略理念、 互补的战略优势和坚实的合作基础ꎮ 两国斗则两败ꎬ 合作则共

赢ꎮ 因此ꎬ 中俄关系持续健康发展ꎬ 步入了 “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阶段ꎬ 处于 “历史最好时期”ꎬ 成为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ꎮ 得益于高水平双边关

系ꎬ 人民币结算的政策法律环境持续改善ꎮ

１ 政府政策协调机制畅通

中俄政府有密切的金融合作沟通协调机制ꎮ 中国人民银行和俄罗斯央行牵头

的中俄金融合作分委会自 ２０００ 年成立以来ꎬ 很好地引领了两国金融务实合作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ꎬ 国务院副总理、 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中方主席韩正与俄罗斯

第一副总理、 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俄方主席别洛乌索夫通过视频方式共同主持了

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ꎮ 韩正提出ꎬ 鼓励金融创新ꎬ 支持扩大本币支付

和结算规模ꎬ 发挥金融服务对投资合作的支撑作用②ꎮ

２ 政策法律环境改善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中俄签署了边境贸易本币结算协定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ꎬ 当时

的中国总理温家宝与俄罗斯总理普京宣布中俄贸易开始使用本币结算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ꎬ 中国人民银行与俄罗斯央行签订了新的本币结算协定ꎬ 本币结算从边境贸易

扩大到一般贸易ꎬ 并扩大了地域范围ꎮ 协定规定ꎬ 两国经济活动主体可自行决定

６２

①
②

«黑龙江省对俄金融合作迈入新时代»ꎬ 转引自中国服务贸易指南网ꎬ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０ 日ꎮ
«韩正与俄罗斯第一副总理别洛乌索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ꎬ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２０ － １１ / １８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５５６２２３９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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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可自由兑换货币、 人民币和卢布进行商品和服务结算与支付①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ꎬ 中俄两国央行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ꎬ 内容包括推动双边本币结算ꎬ
加强支付、 银行卡和信用评级等领域合作ꎬ 帮助对方在本国发行本币计价的债

券ꎮ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ꎬ 哈尔滨银行、 中俄金融联盟中方成员与俄罗斯银行签署 «同
业借款协议» «现钞跨境调运合作协议» «贸易融资合作协议» 等多项合作协议ꎬ
为中俄经贸合作提供了新保障②ꎮ

３ 边贸本币结算政策配套健全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ꎬ 对俄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资在黑龙江省试点ꎮ 黑龙江省外汇管理

部门制定了对俄人民币直接投资实施方案、 风险防范指引以及投资效果评估办法

等制度ꎬ 积极搭建银企对接平台ꎮ 绥芬河市成为卢布现钞使用试点市ꎮ 人民银行

哈尔滨中心支行指导黑龙江内银行加强同俄方银行间的相互合作ꎬ 简化代理行协

议签订手续ꎮ 中俄本币现钞跨境调运体系建立ꎬ 中方简化了外币现钞调运通关手

续ꎬ 不再要求出具调运外币现钞进出境证明文件ꎮ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末ꎬ 累计陆

路调运人民币现钞 １ 亿元ꎬ 空运调运人民币现钞 １ ４ 亿元ꎮ

(三) 技术条件分析

中国外汇交易系统 (ＣＦＥＴＳ) 建立了用于卢布和人民币结算的支付对支付新

系统 (ＰＶＰ)ꎬ 可降低结算风险以及在不同时区进行交易的风险ꎬ 提高外汇市场

效率ꎮ 最重要的是ꎬ 能够在中俄本币结算中绕开 ＳＷＩＦＴꎬ 从而确保结算信息的保

密性和避免美国的金融制裁ꎮ
哈尔滨银行中俄跨境电子商务在线支付平台是简约高效的集成化线上网关系

统ꎬ 多渠道、 多场景、 多币种地解决对俄出口电商线上结算难、 周期长、 成本高

的问题ꎬ 持续被纳入 “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库”ꎬ 荣获各类奖项近 ２０ 项ꎮ 该平台成

功打通了业内首条 “卢布网上快速结算通道”、 俄罗斯 “世界卡” 线上渠道ꎮ 从

２０１４ 年平台上线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份ꎬ 已累计处理交易 ３ ９４５ 万笔ꎬ 累计交易结

算量达 １５０ 亿元③ꎮ
数字技术飞跃正在引发国际结算支付方式的变革ꎮ 数字货币可加快本币结

７２

①

②
③

«人民银行与俄罗斯中央银行签署双边本币结算协定»ꎬ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ｇｏｖｗｅｂ / ｇｚｄｔ / ２０１１ － ０６ / ２３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１８９１５２９ ｈｔｍ

«黑龙江省对俄金融合作迈入新时代»ꎬ 转引自中国服务贸易指南网ꎬ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０ 日ꎮ
«哈尔滨银行中俄跨境电商平台亮相服贸会 荣获 “业态创新示范案例” 奖»ꎬ ２０２０ 年 ０９ 月 ０８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ｈｌｊ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２ / ２０２０ / ０９０８ / ｃ２２００２４ － ３４２７８９１２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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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ꎬ 建立部分替代 ＳＷＩＦＴ 的结算系统ꎬ 促进支付系统国际化ꎮ 目前有 ３０ 多个国

家在研究数字法币ꎬ 中国已率先推出央行数字货币 (ＤＣＥＰ)ꎮ 中俄两国在数字货

币的研究和应用方面拥有广阔的合作空间ꎮ 俄罗斯议会 ２０１８ 年开始制定数字金

融资产法案ꎬ 明确了数字货币的法律概念ꎬ 提高了加密数字货币的公众吸引力ꎬ
并研究基于数字货币的税收系统完善方案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ꎬ 俄罗斯央行发布报告ꎬ
分析了发行数字卢布的可行性ꎬ 描述了各种发展模式和场景ꎮ 俄罗斯央行行长席

阿列克谢扎波特金强调ꎬ 央行将在国内结算系统中引入数字货币ꎮ 如果一切顺

利ꎬ 就可用其开展国际结算ꎮ 俄罗斯国家杜马金融市场委员会副主席阿纳托利
阿克萨科夫指出ꎬ 俄罗斯密切关注数字人民币测试经验ꎬ 希望中俄将来协调数字

本币结算政策ꎮ 阿克萨科夫认为ꎬ 国家数字货币可大大加快本币结算速度ꎬ 但为

此需实现技术兼容ꎬ 并签署国家间协议①ꎮ
中国金融、 贷款、 智能制造和物流领域已使用区块链技术ꎮ 中国有 ４５６ 家区

块链公司ꎬ 全球超八成区块链专利都在中国ꎮ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区块链专利占全球

的 ８２ １％ ꎮ 赛迪区块链研究院的统计显示ꎬ ２０１９ 上半年中国区块链专利数量为

３ ５４７项ꎬ 位居全球第一ꎮ 区块链技术上的绝对优势将助推中国数字人民币将进

入国际化新赛道ꎮ 中国等国家正在加速研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系统ꎬ 其可

以成为 ＳＷＩＦＴ 的替代方案ꎮ 与 ＳＷＩＦＴ 之类的集中式系统相比ꎬ 分布式的区块链

系统提高了实时交易速度ꎬ 并能够保护国际结算不受第三方破坏ꎮ “目前俄罗斯、
中国和印度已经开发出了一种新的电子结算方式ꎮ 按照计划ꎬ 俄罗斯央行金融信

息传输系统将通过网关与中印两国支付基础设施对接ꎬ 即将交易信息从一个支付

系统的格式代码转变成为另一个支付系统的格式代码ꎬ 此举能够应对当由美国为

实际主导者的国际银行结算系统 ＳＷＩＦＴ 断链的情况ꎬ 从而进一步降低风险发生

的可能ꎮ 根据该计划ꎬ 未来俄罗斯金融信息传输系统将与中国人民币跨境支付系

统 (ＣＩＰＳ) 对接ꎬ 这意味着ꎬ 人民币国际化又迎来了新的进展ꎮ”②

(四) 制约性因素分析

由于俄罗斯经济重心处于欧洲ꎬ 欧洲一直是俄罗斯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和进口

来源地ꎮ ２０２０ 年俄欧贸易额占俄罗斯外贸总额的 ４１ ３％ ꎮ 欧元是俄罗斯主要外

８２

①

②

〔俄〕 列昂尼德 科瓦契奇: «俄罗斯参考中国经验创建数字卢布»ꎬ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ｓｐｕｔｎｉｋｎｅｗｓ ｃｎ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２０２１０１１４１０３２８８９７５４ /

«中俄印 ３ 国将对接支付结算平台? 与此同时ꎬ 人民币迎来重大机遇!»ꎬ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ꎬ
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ｓ? ｉｄ ＝ １６４８７１９３０１７９７５７９２９１＆ｗｆｒ ＝ 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 ＝ ｐ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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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储备货币和国际结算支付货币ꎮ 在俄欧双方经贸关系长期捆绑的情况下ꎬ 俄欧

贸易虽然深受西方制裁影响ꎬ 但是仍将长期维持在一定水平ꎮ 俄罗斯对欧出口产

品主要是能源矿产等资源类产品ꎬ 所得欧元主要用于支付进口欧洲商品ꎮ 中俄外

贸额在俄罗斯外贸总额的占比超过欧盟仍需要较长时间ꎬ 这限制了人民币在俄罗

斯外贸结算中的使用规模ꎮ

图 ９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１９ 年) 俄罗斯外贸区域结构

资料来源: Итоги внешней торговл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январе － феврале ２０２０ г ꎬ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ꎬ １７ апреля ２０２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ｇｏｖ ｒｕ /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 ｆｉｌｅ / ３ｆ９９６２０ｆ７０８０ｃ４５４７ａａｂｃ１ｃ２０４３３ｆｃｂｃ / ＩｔｏｇｉＴｏｒｇｏｖｌｉ＿ ０１ －０２＿ ２０２０ ｐｄｆ ｐｄｆ

在中俄本币结算支付中ꎬ 俄罗斯政府出台了优惠政策ꎬ 鼓励本国企业使用卢

布作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ꎮ 相比之下ꎬ 中国政府没有相应的优惠政策ꎬ 使用人民

币结算因此需要支付比卢布结算更多的费用ꎬ 这必然影响两国企业特别是俄罗斯

企业使用人民币结算的积极性ꎮ
俄罗斯央行对商业银行在华开设同业存放银行账户的审批手续较为繁琐ꎬ 导

致在俄代理行网络发展迟缓ꎮ 黑龙江省金融机构的俄方账户行大部分位于俄远东

地区ꎬ 分支机构较少ꎬ 覆盖面较窄ꎬ 且代理行相互授信额度有限ꎬ 难以满足边境

地区合作中人民币支付和融资的需求ꎮ 俄罗斯银联卡发卡银行主要集中在莫斯

科、 圣彼得堡等大城市ꎮ 俄罗斯远东地区银联卡持卡人少ꎬ 很多商户不能受理银

联卡支付ꎮ
中俄贸易存在明显的季节性特征: 上半年俄罗斯容易出现顺差ꎬ 下半年中国

容易出现顺差ꎮ 为保证本币汇率和结算支付不受季节性因素干扰ꎬ 两国政府需要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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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买进人民币或卢布ꎮ 但是ꎬ 目前双方的本币互换和调运机制尚不能完全满足

季节性用汇需求ꎮ 中俄本币现钞资金跨境调运仍以商业银行自发方式进行ꎬ 清算

成本较高ꎬ 束缚了银行跨境调运现钞业务的规模化发展ꎮ 银行出于效益和风险控

制考虑ꎬ 限制头寸实有库存增长ꎬ 制约了双方大额信用额度使用和新型结算产品

的开发ꎬ 影响了对俄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的发展ꎮ
总体而言ꎬ 制约人民币结算的因素基本属于技术层面因素ꎬ 不会对扩大人民币

结算造成实质性阻碍ꎬ 并且能够通过加强中俄政府协调和金融机构合作予以消除ꎮ

三　 中俄结算支付体系 “去美元化” 与扩大人民币结算的路径

中俄结算支付体系 “去美元化” 与扩大人民币结算是提升中俄双边经贸合

作安全性和便利性之举ꎬ 对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提升中国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地

位亦有重要意义ꎮ 鉴于美元霸权短期内不会彻底坍塌且中俄贸易额仅突破千亿美

元ꎬ 对中俄结算支付体系 “去美元化” 和扩大人民币结算要采取稳慎态度ꎬ 重

点改善基础性条件和建设国际结算支付备用渠道ꎮ

(一) 建设结算支付备用渠道

为避免引发美国强烈不满ꎬ 欧洲的贸易辅助和支持工具 ( ＩＮＳＴＥＸ) 所撮合

成功的国际贸易单据较为有限ꎬ 其主要是作为摆脱美国长臂管辖的备用渠道ꎮ 但

是ꎬ 该工具还能够起到平衡国际贸易、 降低交易成本、 扩大本币结算、 保护国际

结算秘密等多重好处ꎮ
中俄遭受美国金融制裁的压力远大于欧盟ꎬ 因此两国应参照 ＩＮＳＴＥＸ 的经验

共建 “国际贸易清算支持工具”ꎬ 并将其应用到欧亚经济联盟、 上合组织、 东盟

和金砖国家间贸易单据撮合ꎬ 最终可与 ＩＮＳＴＥＸ 对接ꎮ 可以争取人民币作为计价

和结算主要货币ꎬ 贸易单据撮合的差额部分以人民币结算ꎮ 也可以建立统一记账

单位及其发行与结算中心ꎮ 统一记账单位与其他币种的汇率应根据相应国家购买

力变化进行实时调整ꎬ 但总体上应保持稳定ꎮ 同时ꎬ 通过使用区块链技术使 “国
际贸易清算支持工具” 实现分布式结构ꎬ 以此提高国际清算安全性、 保密性和效

率ꎮ 未来还可以依托 “国际贸易清算支持工具” 数据完善人民币国际信贷系统ꎮ
此外ꎬ 中国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ＣＩＰＳ) 和中国外汇交易系统的卢布和人

民币支付对支付系统 (ＰＶＰ) 都能够在 ＳＷＩＦＴ 断网条件下实现中俄人民币跨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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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支付ꎬ 应不断对其进行完善ꎬ 提升其跨境人民币结算的规模与效率ꎮ

(二) 优化人民币业务空间布局

人民币结算支付与双边投资与贸易规模密切相关ꎮ 中国对俄投资扩大将有力

拉动双边贸易ꎮ 然而ꎬ 中国的经济发展重心和主要融资平台都在东部地区ꎬ 而东

部地区对俄经贸合作方面存在商业信息不对称、 对接渠道不畅等多重制约因素ꎮ
最重要的是ꎬ 东部地区金融机构与西方国家合作密切ꎬ 无法经受美国金融制裁ꎬ
所以对与遭受美国制裁的俄罗斯进行合作十分谨慎ꎮ 从经济要素合理分配角度考

虑ꎬ 应将中俄大宗贸易和中国对俄融资业务重心放在东部地区一线城市ꎬ 因为这

些城市及周边的制造业十分发达ꎬ 并拥有丰富的金融资源和金融管理经验ꎬ 以及

较强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技术研发能力ꎬ 能够支持中俄项目融资和结算支付体系创

新ꎮ 还应发挥香港作为世界金融中心和贸易中心的独特优势ꎬ 促进香港扩大对俄

经贸合作和人民币业务ꎮ 从规避美国金融制裁风险角度考虑ꎬ 可将哈尔滨银行打

造为专司对俄结算支付的专业银行ꎬ 在强化其作为对俄边贸结算支付主渠道的同

时ꎬ 将其与东部地区一线城市及香港的对俄融资网络相连ꎬ 在更好地服务东部地

区和香港企业开展对俄业务的同时ꎬ 也为自身发展创造更多机会ꎮ
在俄罗斯境内ꎬ 应推动俄方银行增加代理行账户数量ꎬ 扩展代理行账户设置

地域范围ꎬ 鼓励中国的银行在俄增设分支机构ꎬ 重点布局中国企业投资较多的地

区ꎬ 为在俄投资企业发展提供本地化金融服务ꎮ

(三) 加强政府协调与政策引导

做好政府协调和政策引导能够有效推动人民币结算扩大ꎮ 政府协调的目标应

该是: 在货币互换方面ꎬ 对俄罗斯境内人民币需求量进行准确的动态评估ꎬ 及时

调整本币互换额度ꎬ 弥补需求缺口ꎬ 并联合俄海关等部门解决好人民币现钞移存

问题ꎮ 在人民币清算渠道建设方面ꎬ 将俄有关机构以境外直接参与者身份接入

ＣＩＰＳ 系统ꎬ 支持中资银行在俄设立人民币清算行和收购俄方银行ꎬ 为人民币清

算网络发展代理行ꎮ 在金融技术研发方面ꎬ 加强中俄结算支付技术联合研发ꎬ 发

挥数字人民币在结算支付中的优势ꎬ 推动中俄实现金融技术兼容ꎬ 协调两国数字

货币结算政策并签署国家间协议ꎮ 人民币在俄使用的便利化方面ꎬ 推动俄方简化

在其境内购买和使用人民币的审批流程ꎬ 设定和扩大人民币现钞使用区域ꎮ
政策引导的目标应该是: 在鼓励政策方面ꎬ 对采用人民币跨境结算的企业在

退税、 补贴、 奖励等方面给予优惠ꎬ 增强企业使用人民币结算积极性ꎮ 在贸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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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方面ꎬ 帮助中国企业增加对俄议价能力、 结算方式选择能力、 外贸政策运用能

力和企业竞争力提升能力ꎻ 推动对俄跨境电商支付平台建设ꎬ 支持其以人民币计

价结算ꎻ 丰富中国对俄输出货品种类ꎬ 培养俄罗斯民众使用人民币的消费需求ꎮ
在投资政策方面ꎬ 发挥中国企业对俄投资的比较优势ꎬ 鼓励其参与俄境内大型项

目建设ꎬ 并用人民币开展对俄投资ꎻ 形成利率补偿方案ꎬ 降低政府引进重点项目

融资成本ꎬ 支持人民币跨境融资ꎬ 吸引俄方企业利用人民币来华投资ꎬ 引导企业

使用人民币汇回利润ꎮ

(四) 深化商业银行合作

中国商业银行应加强对俄罗斯商业银行的信息交换和信用动态评估ꎬ 提高交

易行为规范性和安全性ꎮ 两国商业银行应加强投融资合作ꎬ 推进产业基金和投贷

联动等新型合作模式ꎬ 通过建立全面代理行关系ꎬ 扩大中俄本币账户的数量和覆

盖范围ꎬ 丰富中俄本币结算工具ꎬ 通过产品组合、 创新等方式扩大合作领域ꎬ 加

强信用证、 保函、 银行卡等结算工具的推广使用ꎮ
中国银联应推进银联卡在俄受理网络建设ꎬ 支持在俄远东边境地区布设金融

机具ꎬ 推动更多俄罗斯边贸中小商户加入银联卡 ＰＯＳ 机特约商户ꎬ 扩大俄远东口

岸地区人民币支付结算范围ꎬ 鼓励中方银行在风险可控条件下开展贸易项下信用

卡融资ꎮ
应更好地发挥中俄金融联盟促进中俄商业银行合作的桥梁作用ꎬ 推动双方更

多商业银行入盟ꎬ 完善内部合作机制ꎬ 重点推动联盟成员在重大项目投融资等方

面更多使用人民币ꎮ
(责任编辑　 胡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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