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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TUNE财富

对企业来说，人民币升值则是把“双
刃剑”——虽然利好进口企业，但会对出
口企业造成压力。

中国与全球贸易正处于一个微妙的时
期，人民币适当升值有利于商品进口，因
为人民币升值可以降低进口商品成本，刺
激进口商品的国内消费潜力。对于进口企
业来说，需求增加、采购成本降低均带来
盈利增加。

在全球疫情没有得到有效缓解的情况
下，出国实地消费的市场需求锐减，但国
内对进口商品的实际消费需求却没有减
少。瞅准机遇，宁波博闻进出口有限公司
将业务的一部分重心转到了进口业务上来。

“公司出口与进口业务两条腿走路，
或许能对冲一部分汇率波动带来的影
响。”宁波博闻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邬
军听对记者说，尽管去年底才开始涉足进
口业务，但大半年来公司进口商品的品类
与总量均显著增长。

“前几个月生活用品的消费需求比较
大，最近一段时间，各种农副产品的进口需
求开始继续增加。而且，预计增长趋势将保
持到年底。”邬军听对进口市场抱有信心。

不过，对于出口企业来说，外部需求
放缓，叠加人民币升值，将导致出口产品
成本提高，进而影响出口企业产品的国际
市场竞争力，利润也被压缩。同时，因存
在汇率风险，可能导致汇兑损失。金融业
人士建议，出口企业要采取措施防范和规
避汇率危险。

“人民币汇率从6月以来累计升值4%
至5%，这是始料未及的。如果人民币继
续升值，恐怕对很多外贸企业的出口会产
生比较大影响。”杉杉物产有关人士说，
出口企业赚钱不易，利润不高，汇率结算
方面主要采取保值的操作方式，不会冒风
险去赌汇率。

“最近一周，中小外贸企业结汇的恐慌
情绪蔓延，企业结汇操作比前期更多一
些。”某股份制银行公司国际业务部人士
称，之前，一些企业只是部分结汇，这几
天，企业对剩余部分外汇陆续进行结汇操
作。汇率的波动让一些本来抗风险能力就弱
的小微外贸企业格外敏感。近一个月来，大
多数小型外贸企业倾向于锁定远期汇率。

“汇率波动背景下，建议企业以稳健
操作为主，根据主营业务锁定汇率，避免
侥幸心理。”上述人士表示。

“如果人民币继续增值，或呈现晦气
于出口、抑制经济复苏等状况。”中银证
券首席经济学家管涛称。

中信证券固收首席分析师明明分析，
人民币汇率走强或仍将延续，但考虑到后
续或许存在的危险，包含全球避险心情、
中美关系等，人民币汇率或呈现为斜率放
缓的增值走势，短期人民币兑美元区间或
为6.7至6.8。

在人民币“魅力”不断展现的背景下，越来
越多的外资机构正在重仓布局中国财富市场。

央行副行长陈雨露9月初曾公开表示，人民
币金融资产的国际吸引力越来越强。截至7月
末，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余
额已增加到7.74万亿元，同比增长37%。

6月以来，得益于中国相对于美国更快的经
济修复，中美10年期国债利差攀升至近10年高
位。从国债收益率情况来看，目前，中国国债收
益率依然在3%附近，几乎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
最高的。

据开源证券汇总的数据，今年前8个月，外
资大幅增持国内债券规模达6111亿元，除1 月
和3月小幅净减持外，其余6个月外资均明显净
增持。尤其是5月至8月，外资增持力度明显加
大，月均增持中国债券规模超过1200亿元。

开源证券认为，外资大幅流入主要缘于较高
的中美利差和稳中有升的汇率，6月以来，人民
币汇率持续升值进一步提高国内债券吸引力，国
内债券纳入国际指数也带来一定资金流入。虽然
中美利差中短期可能收窄，但中枢依然较高。与
此同时，央行对保持货币政策相对中性和谨慎的
最新态度也有利于中美利差维持高位。

8月25日，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
认为，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增加，货币政策需要
有更大的确定性来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即保持三
个不变——稳健货币政策的取向不变；保持灵活
适度的操作要求不变，既不让市场缺钱，也不让
市场的钱溢出来；坚持正常货币政策的决心不
变。

对于国内股市而言，国金证券研究指出，虽
然驱动A股走势的还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和货币
政策变化，但汇市和股市的相关性不断提高，汇
率升值直接反映了资本流入的预期，有利于国内
资产价格。汇率持续升值恰好对市场预期和情绪
向好形成正反馈，从而对A股形成支撑。

多位受访的业内人士指出，中国的经济面相
对于其他经济体较强的韧性将为人民币资产的吸
引力提供支撑。

据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诸建芳预计，8
月，中国宏观经济的增速应该已经恢复至接近疫
前水平，后续在消费、服务业继续向好的带动下
还将乘势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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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3日以来在岸人民币对美元走势

2月21日以来美元指数走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