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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津大学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2017）的畅销书《丝

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指出，两千多年前的丝绸

之路上“丝绸是一种最值得信赖的货币”。两千多年后的今天，

人民币成为“一带一路”上的“丝绸”。正值第二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厦门大学经济学科更新了人民

币汇率“一带一路”影响力指数，整体而言人民币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参与国货币的影响呈上升趋势，且人民币已处于“一

带一路”货币汇率网络中的核心位置。 

 “一带一路”金融合作深化、人民币的国际使用上升

“一带一路”沿线涉及 66 个国家和地区，涉及的总人数有

44 亿，占全球人口总数的 65%，经济总量 21 万亿美元，占全

球 29%，货物和服务出口占全球 23.9%。随着倡议被越来越多

的国家认可，中国已与126个国家（参与国）签署了“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

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随着丝路基金、

亚投行的成立，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面投产 ,“一带一路”

各国的金融合作不断加强。首先，丝路基金通过开展投融资合

作支持“一带一路”建设。截至 2018 年 8 月底，丝路基金已签

约投资项目 25 个，承诺投资金额超过 82 亿美元和 26 亿元人民

币，实际出资金额超过 68 亿美元。其次，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AIIB）是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重点支持基

础设施建设。目前，亚投行成员国已达到 97 个，其中“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 41 个、参与国 50 个；累计批准项目投资逾 75 亿

美元，为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非洲等 6 个地区

13个国家的基建项目提供了资金支持，覆盖交通、能源、电信、

城市发展等多领域，带动各类公共和私营资本近 400 亿美元进

入相关项目。同时，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IPS) 二期自 2018 年

5 月 2 日全面投产。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向境内外参与者的跨

境人民币业务提供资金清算结算服务，为人民币国际化铺设“高

速公路”，是符合国际标准的重要金融基础设施。截至 2018 年

7 月底，已有 37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 171 家间接

参与者通过 CIPS 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客户提供人民币资

金清算服务，实际业务涉及“一带一路”沿线1387家金融机构。

人民币的国际使用水平也在上升。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

协会（SWIFT）2019 年 3 月发布的人民币国际化追踪报告显示，

2019 年 2 月人民币在国际支付中的份额为 1.85%，继续保持国

际支付第五活跃货币的位置，且人民币的使用规模占比已经超

过了加元 (1.75%) 和澳元 (1.49%)。

“一带一路”中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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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货币汇率影响网络的演变

笔者使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币的日度名义汇率 ( 美

元兑本币的汇率 ) 和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网络分析方法计算

人民币“一带一路”影响力指数。为了指数能够反映人民币与

各国货币汇率真实的互动关系，样本起始点选为 2005 年 7 月

21 日人民币由固定汇率制改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后的第一

天，即 2005年 7月 22日。此外，我们还使用美元指数和欧元、

英镑、日元汇率作为控制变量，从而排除这些传统国际货币的

锚作用。为了排除货币制度的影响，我们使用月度货币制度分

类数据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度货币制度分类数据剔除了在

样本期曾经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依据上述规则，我们从 66

个沿线国家中筛选了 26 个国家，这些国家涵盖了“一带一路”

沿线 66 个国家 88.47% 的人口和 81.26% 的国内生产总值。进

一步，我们依据上述标准从 126 个参与国货币中筛选了 45 个代

表货币，这些国家涵盖了“一带一路”参与国 83.1% 的人口和

78.17% 的国民生产总值。

笔者分别构造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币影响网络和参

与国货币影响网络。图 1 和图 2 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币

影响网络，网络的节点为货币，圆点的大小为该货币在“一带

一路”的影响力指数，货币影响力指数越大则圆点越大；连接

节点的边指向受到影响的货币，货币发出的影响越小，连接两

个节点的边越细长。倡议提出前，新加坡元的“一带一路”影

响力指数最大，人民币紧随其后但处于货币影响网络的边缘位

置，见图 1。

尽管新加坡的经济体量小，但新加坡一直是亚洲重要的离

岸金融中心，这使新加坡元早已具备一定国际化水平。倡议提

出后，人民币的影响力增大且影响的货币增多，人民币处于“一

带一路”货币影响网络的中心位置，见图 2。此外，从图 1 和

图 2 中也可以发现相邻国家或地区的货币存在聚类现象，尤其

是东南亚、欧洲国家的货币一直较紧密的集聚在一起，这说明

存在地缘关系的货币的相互影响较大。

图 3 展示了 2019 年 4 月 19 日“一带一路”区域 45 种参与

国货币的汇率影响网络，红色圆点为人民币、蓝色圆点为沿线

国家、黄色圆点为非沿线参与国，可以看出人民币与沿线国家

货币的关系更为紧密，沿线货币之间的关系也更为紧密。

人民币“一带一路”的国际影响力总体呈上升趋势

笔者在“一带一路”货币影响网络的基础上计算了人民币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参与国货币的影响力指数，指数走

势见图 4。整体而言，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区域的影响力总

体呈现上升的趋势。具体来说，其影响力在 2015 年 8 月 11 日

人民币汇改当天大幅跃升，在 2017 年 9 月 8 日外汇风险准备金

下调为零的当天大幅回调。

在 2015 年 8 月汇改初期，人民币汇率一度剧烈调整。为了

抑制外汇市场过度波动、打击恶意做空人民币的行为，同年 9

月央行要求对开展代客远期售汇业务的金融机构收取外汇风险

准备金。这一决定实施后，人民币在 2015 年 9 月和 10 月暂时

扭转了 8月猛烈的下行势头。2017年人民币贬值预期稳步下降，

2017 年 9 月 11 日，外汇风险准备金率调整为 0。在 2015 年 8

月至 2017 年 9 月央行维持人民币币值稳定期间，人民币对“一

带一路”区域货币的影响力也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这说明

币值稳定对提高人民币影响力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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