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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末，我国全口径（含本外币）外
债余额为24528亿美元，较2021年末减少2938亿美元，外债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介绍，2022年以来，受美联储加息、全
球通胀高位运行以及疫情等多重因素影响，我国外债规模有所下降。其中，汇率折
算因素造成外债余额下降1046亿美元，对外债余额下降贡献度为36%。

从结构来看，中国外债结构持续优化——

人民币外债占比上升，助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2022年末，我国人民币外债余额为
11147亿美元，较2016年末增长5649亿美元，对同期外债增长的贡献率为59%；
人民币外债占比为45%，上升11个百分点，外债币种结构持续优化。人民币外债还
本付息不存在币种错配和货币兑换问题，占比上升有效降低了我国外债的汇率风险
，有序推进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中长期外债主导增长，外债期限结构持续优化。2022年末，我国中长期外债余额为
11148亿美元，较2016年末增长5650亿美元，对同期外债增长的贡献率为54%；
中长期外债占比为45%，上升6个百分点。外债期限错配风险及债务偿付的流动性
风险显著降低。

银行外债增长较快，增加境内外汇资金供给。2016年末至2022年末，银行外债增
长4062亿美元，占外债总规模增长的近四成，主要源自境外中资企业在境内银行的
存款和境外同业存放拆借等被动负债的增长。银行被动负债的快速增长，增加了对
境内外汇资金的供给，且资金成本较低，有力支持了境内经济发展。

债务工具结构日益多元化，债务证券成为主要驱动。近年来，我国外债工具多元化
结构日益显现，债务证券、货币与存款、贷款、贸易信贷与预付款、关联公司间贷
款等外债协同发展，稳步增长。2022年末，我国债务证券余额为7315亿美元，较2
016年末增长5014亿美元，对同期外债增长的贡献率为48%；债务证券占比为30%
，上升14个百分点。债务证券占比上升与我国金融市场开放相匹配，随着中国债券
相继被纳入国际三大债券指数，中国债券市场对境外机构投资者的吸引力持续上升
。

王春英介绍，2022年末，我国外债负债率（外债余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13.6
%，债务率（外债余额与贸易出口收入之比）为66%，偿债率（外债还本付息额与
贸易出口收入之比）为10.5%，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的比例为42.8%。上述指标均
在国际公认的安全线（分别为20%、100%、20%和100%）以内，我国外债风险总
体可控。

                                    1 / 2



智行理财网
人民币 外债(人民币外债账户支出范围)

“预计我国外债规模将继续保持基本稳定。”王春英表示，展望2023年，我国经济
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随着我国经济运行持续整
体好转，外债规模保持基本稳定的基础依然牢固。下一步，外汇局将继续推进跨境
投融资便利化，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记者 邱海峰）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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