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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年来，中国外债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
中国外债总规模呈不断增长趋势，短期外债占比上升，外债流量增长迅猛，除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
影响外债资金净流出外，外债项下资金呈现持续净流人态势。
截至2010年末，中国外债余额为5
489亿美元，比上年末增长28％。
短期外债余额为3
757亿美元，占外债余额的68．4％，其中，贸易信贷和与贸易有关的信贷合计占短期外债的78％。
2010年，中国新借人外债6
793亿美元，同比增长75％；偿还外债本息6
119亿美元，同比增长57％，外债净流人673亿美元，而2009年为净流出33亿美元。

总体来看，近年来，中国外债项下资金流动呈现出以下三大特点：一是短期外债增长快于中长期外债
增长，外债总体规模可控。
2001--2010年，中国外债余额年均增长率约为11．7％，短期外债余额年均增长18．2％。
同期，国内生产总值、进出口总值、国际收支总规模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0％、22％和24％。
外债和短期外债的增长与相关宏观经济变量的增长基本相符，增长速度比较理。
二是贸易信贷是短期外债增量的主要来源。
2001--2010年间，贸易信贷、金融机构和外商投资企业外债对短期外债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61％、31％
和7％，贸易信贷增长占总体外债增长的六成以上。
此外，金融机构的短期外债增量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与贸易有关的信贷，如远期信用证、海外代付
等，各类贸易融资对短期外债增长的总体贡献率达到八成左右，已成为中国外债增长的主要因素。
三是债务资本流人由私人部门主导。
近年来，政府部门借人的外债规模保持在稳定水平，部分年度还出现下降，私人部门(如外资企业、金
融机构)已成为主要的债务人．截至2010年末，私人部门所借用的国际商业贷款余额占登记外债余额
的80％。
私人部门外债规模增长与境外资金流动性、进出口增长以及人民币升值预期等均有较大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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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下文将根据《外债统计：编制者和使用者指南》对各类型债务工具进行逐一解释说明
，并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分析未来出现该种人民币外债类型的可能性。
第一项，债券和票据。
债券和票据是原始期限超过一年的债券，而且其持有人拥有无条件在未来得到收益（包括本金和／或
利息）的权利，这种收益可能是固定的，也可能是不固定的，同时，这种权利的实现不受债务人自身
收益情况的影响。
根据《外债统计：编制者和使用者指南》，资产支持证券（Asset-Backed Security）和附有抵押品的负
债也属于债券和票据范畴。
当债券和票据以人民币计价并要求偿还时，这种债券和票据就属于人民币外债。
随着中国资本账户及金融服务业的进一步对外开放，这种人民币外债已经出现并且逐步增多，如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持有的本国债券，及非居民持有的居民在海外发行的人民币债券。
截至2010年12月末，已经有包括财政部、中国银行等多家境内机构（主要是金融机构）经批准在香港
发行人民币债券，累计发行量达到530亿元人民币（约合80多亿美元）。
第二项，货币市场工具。
对于原始期限为一年或不超过一年的债务证券，《外债统计：编制者和使用者指南》将其划分为货币
市场工具。
一般来说，货币市场工具大都折价出售，到期获得固定金额的偿付。
国库券、商业票据、金融票据、银行承兑汇票等都属于常见的货币市场工具。
可以预见，在中国银行业及商业信用向外延伸的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产生本币银行承兑汇票及商业
票据。
尽管此类型的外债暂时尚未形成规模，但仍值得外债数据编制部门关注。
这种类型的人民币外债目前也已经出现，例如，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所持有的中国境内的货币市场工
具。
同时，根据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的有关安排，自2010年8月开始允许境外中央银行、港澳人民币清
算行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境外参加行三类境外金融机构经批准后进入国内银行间市场，由此形成的
居民对非居民的债务也基本上以短期债券和票据等货币市场工具为主。
目前，该类负债的规模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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