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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分析小组编著的《2011中国跨境资金流动监测报告》讲述了：2011年，我国
跨境资金净流人规模减少，波动加剧，出现了从大量净流入到趋于平衡的明显变化。
上半年，国际金融市场比较平静，投融资活动相对活跃。
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和本外币正向利差等因素驱动下，我国持续面临较大的跨境资金净流人压力。
下半年，欧美主权债务问题交织在一起且不断恶化，国际金融市场大幅震荡。
尤其是9月底以来，外部流动性进一步趋紧，境内外人民币汇率预期分化，我国跨境资金净流入明显
放缓，部分渠道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净流出。

我国跨境资金流动变化与实体经济活动基本相符。
2011年进出口顺差、直接投资净流人等依然是外汇储备增长的主要因素，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结
构性问题。

同时，随着市场主体跨境财务运作的增多，我国跨境资金流动变化加快，但基本正常。
2011年第四季度资金流出总体利大于弊，是市场与政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是由于国内外宏
观经济金融环境发生较大变化，境内机构和个人的涉外收支行为出现调整；另一方面是因为稳出口、
扩进口、打热钱、控流人的涉外经济政策调控成效开始显现。
未来，支持我国国际收支顺差的基本面因素依然存在，但由于国际经济金融环境空前复杂和严峻，我
国跨境资金净流人规模可能减少，波动将有所加大。

下一步，需要继续抓住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加快“调结构、扩内需
、减顺差、促平衡”，不断夯实我国抵御跨境资金流动冲击的经济基础。
外汇管理部门将一方面坚守风险底线，构建防范跨境资金流动冲击的体制机制，保持对异常外汇资金
的密切监测和高压态势；另一方面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推进外汇管理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
，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2011中国跨境资金流动监测报告》分析了我国2011年的跨境资金流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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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经常项目外汇管理　　我国已于1996年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
因此，只要购付汇是真实用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等经常项目用途，国家均不作限制，予以满足。
由于目前我国仍实行资本项目部分管制，为确保资本项目管制的有效性，防止无贸易背景或违法资金
等非法流出入，经常项目外汇管理以真实性审核、便利化及均衡监管为基本原则。
　　货物贸易外汇收支在经常项目中占主导地位，在管理上包括对出口少收汇（逃汇、截留外汇）、
进口多付汇（套汇、骗汇）、出口多收汇（投机资金流入）和进口少付汇（投机资金流入）四个方面
的监管，管理手段则包括银行事前和外汇局事后核销。
但从2010年开始，货物贸易外汇管理进行了重大改革，探索建立起了以“总量筛选、动态监测、分类
管理”为特征的、全新的货物贸易外汇管理体系。
按照该管理思路，外汇局对企业的管理由现场逐笔核销改变为非现场总量核查，通过对企业货物流与
资金流总体匹配情况的定期比对及评估，对企业进行分类管理，便利大多数合规企业的贸易外汇收支
，对存在异常的企业进行重点监测，必要时进行现场核查。
目前该管理模式从2011年12月1日始已在江苏、山东等七省市进行了试点，并将择机在全国推广实施。
2011年，允许企业出口收入存放境外，用于货物贸易、部分服务贸易和经核准的资本项目对外支付。
　　服务贸易外汇管理积极顺应我国服务贸易发展，不断调整完善。
现行管理模式以事前真实性审核和事后非现场监管为主要内容。
事前真实性审核主要体现为银行在为涉外主体办理服务贸易外汇收支时，按照法规规定对交易单证的
真实性及其外汇收支的一致性进行合理审查。
事后非现场监管则指利用电子化系统对服务贸易外汇收支进行监测分析，并对异常外汇收支进行预警
，从而打击违规资金流动。
个人结汇和境内个人购汇实行年度总额管理，目前为每人每年等值5万美元。
额度内的，凭身份证件在银行直接办理；超过额度的，持规定材料在银行直接办理。
境外个人凭相关证明材料也可在银行直接办理经常项目合法人民币收入购汇及原兑换未用完的人民币
兑回业务。
　　经常项目外汇账户可在银行自由开立、使用和关闭，首次开立只需向外汇管理部门办理基本信息
登记；账户内可自由保留外汇。
　　一、资本项目外汇管理　　正常的国际资本流动有利于促进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发展，但国际资
本的大进大出容易增加经济脆弱性，甚至引发货币金融危机。
由于我国经济结构、市场机制、监管能力等方面的原因，没有完全放开资本账户，而是在有效防范风
险的前提下，有选择、分步骤地放宽对跨境资本交易活动的限制，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这是世
界各国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基本经验。
与经常项目管理不同的是，资本项目仍实行一定的外汇管理，主要是根据资本项目交易的风险大小，
分别采取基本放开、适度的行政审核、登记或备案等方式，对资本项目交易所涉及的跨境资金流出入
及汇兑进行监管。
　　直接投资外汇管理的重点是对外商来华直接投资以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资金流动进行外汇登记及
年检，准确掌握境外投资者在华开展直接投资以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形成的跨境资金流量以及形成的
投资者资产与权益规模，为确定投资交易真实性并保障投资者后续汇兑权益提供管理基础。
目前管理的方式是对外商投资企业以及我国对外投资企业的重要资本变动进行登记或核准，银行依据
外汇局登记或核准信息办理相关汇兑业务并及时通过管理信息系统反馈相关汇兑交易信息。
　　外债管理包括数量管理和汇兑管理，涉及的管理部门主要包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
外汇局。
其中，财政部负责主权外债的对外签约和债务资金的使用、偿还和风险管理。
数量管理主要用于控制对外借款规模，汇兑管理主要包括登记、开立账户、结汇、购付汇等内容。
在数量管理方面，外商投资企业的短期外债余额与中长期外债发生额之和不得超过其投资总额与注册
资本之间的差额；除外商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境内机构（包括中、外资金融机构和中资企业等），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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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长期外债需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申请发生额指标，借用短期外债需向外汇局申请余额指标。
在汇兑管理方面，允许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外债结汇使用，其他外债
资金（包括金融机构的外债和中资企业直接对外商业性借款）原则上不能结汇。
此外，外汇局负责全口径外债统计监测，并定期公布外债统计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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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1年，我国跨境资金净流人规模减少，波动加剧，出现了从大量净流入到趋于平衡的明显变化。
我国跨境资金流动变化与实体经济活动基本相符。
2011年进出口顺差、直接投资净流人等依然是外汇储备增长的主要因素，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结
构性问题。
通过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分析小组编著的《2011中国跨境资金流动监测报告》，外汇管理部门将
一方面坚守风险底线，构建防范跨境资金流动冲击的体制机制，保持对异常外汇资金的密切监测和高
压态势；另一方面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推进外汇管理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更好地服务实
体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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