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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世界经济复苏明显加快，全球经济增长率达5%，国际贸易增长

8.8%，跨国直接投资从谷底回升，总额超过6000亿美元。在此背景下，我国

宏观调控取得阶段性成果，国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势头，全年国内生产

总值增长9.5%。对外贸易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达到1.15万亿美元，比上年

增长35.7%，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606.3亿美元，

增长13%。

    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继续保持顺差，延续了外汇净流入的

势头。人民币汇率稳定，年末收于1美元兑人民币8.2765元。年末国家外汇储

备余额达6099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2067亿美元。

    过去的一年，全国外汇管理部门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加强和改善宏观

调控的部署，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

的要求，不断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围绕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目标，大力

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进一步简化经常项目真实性审核手续，支持企业“走

出去”，拓宽资金流出渠道。积极培育和发展外汇市场，稳步推进人民币汇

率机制改革。同时，切实加强对短期资金流入和结汇的管理，大力整顿和规

范外汇市场秩序，加强外汇领域反洗钱工作。这些措施有力地支持了涉外经济

的发展，维护了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2005年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巩固宏观调控成果、保持经济社会良好

发展态势的关键一年，也是全面实现“十五”计划目标的重要一年。中央明

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刻不容缓，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刻不容缓，推进协

调发展刻不容缓，加快完善体制机制刻不容缓。外汇管理部门要按照中央有

关精神，全面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加快贸

易和投资便利化，稳步推进人民币可兑换进程，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和管理，防范对外金融风险，逐步建立调节国际

收支的市场机制和管理体制，促进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新的一年，我们将继续秉承勇于创新、不断进取的传统，求真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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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俱进，齐心协力，扎实工作，努力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做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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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坚决贯彻党的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落实国家宏观调控的各项部署，以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为

目标，进一步便利对外贸易和投资活动，加强对外汇资金流入和结汇的管理，

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不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主要开展了以

下工作：

继续推进贸易便利化。货到付款项下进口付汇实行自动核销管理。全面推广

“出口收汇核报系统”，试行“网上核销”管理方式，逐步扩大出口企业自动

核销范围。提高企业经常项目外汇账户限额，并取消外汇账户地区总限额。

允许跨国公司向境外关联公司支付非贸易项下代垫或分摊费用。统一并提高

企业和预算外单位公务出国用汇标准，提高个人境外自费留学供汇标准。制

定个人对外贸易外汇管理政策，允许个人办理贸易项下外汇收付。支持个人境

内人民币卡在新加坡、泰国、韩国使用。

加强对资金流入和结汇的管理。统一境内中外资银行外债和国内外汇贷款管

理办法，对境内外资银行对外借款实行总量控制，严格其国内外汇贷款结汇

管理。重申外商投资企业的对外借款要控制在投资总额与注册资本的差额之

内。按照实需原则，对20万美元以上的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和外债结汇实行

“支付结汇制”，明确外商投资企业国际商业贷款不得结汇用于偿还人民币贷

款。加强对个人跨境资金流动和结汇的真实性审核。

拓宽资金有序流出的渠道。进一步改革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支持国内企业开

展跨国经营。允许符合条件的跨国公司在境内成员公司之间和面向境外成员

公司开展内部资金运营。允许保险公司外汇资金投资境外证券市场。允许移

居境外的中国公民将其境内资产、境外居民将其继承的境内财产转移至境

外。研究引入国际开发机构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

稳步推进外汇市场改革。放宽企业经常项目账户可保留的限额，进一步提

外汇管理改革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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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企业和个人用汇自主权，放宽外汇指定银行结售汇周转头寸区间。在四大

国有商业银行获准试办远期结售汇业务的基础上，扩大经营远期结售汇业

务试点范围。批准开办外币间买卖业务，引入外汇金融新产品。

加强国际收支监测和风险预警。建立非现场监管指标体系，制定非现场监管

工作制度。加强统计检查，强化数据质量，试编国际投资头寸表。研究建立

高频债务监测系统和预期调查制度。制定贸易信贷调查制度，完善出口换汇

成本、边贸货币流通和外汇黑市等监测制度。

7



国家外汇管理局
0

中国外汇管理年报

02 4

8

大力整顿和规范外汇市场秩序。非现场监管与现场检查相结合，进一步加大

外汇执法力度，重点查处了一批大案要案。加强部门协作，在全国范围内开

展打击地下钱庄的专项行动。加强外汇领域反洗钱工作，充分利用大额和可

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信息系统，监测异常资金流动。

加快外汇管理职能调整。按照《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

要求，完成第三批清理行政审批项目的工作。在前两批共取消26项行政审批项

目的基础上，取消8项行政许可项目，保留39项行政许可项目。

提升外汇储备经营和风险管理水平。坚持科学审慎的储备管理模式，进一步

完善投资决策程序和风险管理框架，扩大我国可投资金融产品的范围，优化储

备资产的货币结构。储备资产各投资组合总体到期收益率高于投资基准的要

求，较圆满地实现全年储备经营管理安全、流动、增值的目标。

  

支持港澳人民币业务的开展。放开人民币卡在香港、澳门的使用，允许香港、

澳门银行开办个人人民币存款、汇款和兑换业务，为香港、澳门银行个人人

民币业务提供清算安排。及时跟踪和评估业务进展情况，研究境外人民币个

人业务后续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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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在我国国民经济较快发展，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外国来

华直接投资继续保持较大规模流入的基础上，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

资本和金融项目继续保持顺差。其中，经常项目实现顺差686.59亿美

元，同比增长50%；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1106.60亿美元，增长110%。

年末外汇储备为6099.32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2066.81亿美元。

经常项目顺差规模快速增长

货物贸易项下顺差规模较2003年上升。根据国际收支统计口径，2004年，

我国货物贸易顺差589.82亿美元，同比增长32%，其中出口5933.93亿

美元，增长35%，进口5344.10亿美元，增长36%。2004年我国进出口

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全球经济复苏和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服务贸易规模进一步扩大。随着我国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以及人员、经

济往来的日益密切，2004年，我国服务项下的收入与支出分别达到

624.34亿美元和721.33亿美元，增长34％和30％。服务项下逆差扩大

到96.99亿美元，增长13%。从具体构成看，运输是服务项目逆差的主

要因素。2004年，我国运输项下收入120.67亿美元，支出245.44亿美

元，逆差124.76亿美元，逆差增长21.5亿美元。此外，我国保险服务、

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咨询项下逆差较大。保险服务逆差57.43亿

美元，上升35%；专有权使用费和特许费逆差42.60亿美元，上升24%；

咨询逆差15.81亿美元，上升1%。服务贸易项目逆差扩大表明，随着

我国对世界贸易组织各项承诺的落实，我国服务行业竞争力有待提高。

收益项下逆差规模有所下降。2004年，我国收益项下收入205.44亿美元，

增长28%，支出240.67亿美元，增长1%。收益项下收入大增和支出缓

慢增长使我国收益项下逆差35.23亿美元，下降43.16亿美元。

经常转移项下流入增长较快。2004年，经常转移顺差规模达到228.98亿

美元，增长30%，大大高于往年水平。其中，经常转移收入243.26亿

美元，支出14.28亿美元。我国居民个人来自境外的侨汇收入增长，是

经常转移呈现大幅顺差的主要原因。

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规模大幅上升

国际收支基本状况

国际收支、外债与外汇市场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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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新增606.30亿美元，增长13%，外国来华直接投资撤资清算等资金

流出56.94亿美元，外国来华直接投资净流入549.36亿美元，增长17%。

从产业结构看，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高新技术领域吸

引的外商投资金额持续增加。从资金来源国和地区看，香港、日本、韩

国等新增对华直接投资额占新增外国来华直接投资总额的75%以上。

证券投资项下顺差大幅上升。2004年，证券投资项下顺差196.90亿美元，

增长72%。其中，我国对外证券投资资金净回流64.86亿美元，吸收境外

证券投资资金132.03亿美元。境内机构减持境外有价证券资产使该项资

金净回流64.86亿美元，多增35.03亿美元。境内金融机构是减持我国境

外证券资产的主体。而我国证券投资负债净流入主要与我国企业境外筹

资和外资来华进行证券投资的步伐加快有关。

其它投资由逆差转顺差。2004年，其它投资项下顺差379.08亿美元。

2003年该项为逆差58.82亿美元，原因主要是2003年末450亿美元国际储

备注资记入其它投资借方（表现为资金流出），而2004年没有这一特殊

变化。其中，资产项下净流入19.80亿美元，主要是境内机构境外资产总

体呈现回流；负债项下净流入359.28亿美元，与我国外债增长较快有关。

储备资产较大幅度增加

    2004年，我国国际储备快速增长，其中，特别提款权增加1.61亿美

元，在基金组织的储备头寸减少4.78亿美元，外汇储备增加2066.81亿美

元，高于上年同期增加1168.44亿美元的水平。年底外汇储备规模达到

6099.32亿美元。

净误差与遗漏出现在贷方

    2004年，净误差与遗漏出现在贷方，为270.45亿美元，相当于国际

收支口径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的2.40%，在国际公认5%的合理范围

以内。

2005年我国国际收支展望

    2005年，受原油等资源类商品价格高企、全球进入加息周期等因

素影响，世界经济可能由2004年的强劲复苏转为平稳增长。我国出口产

外国来华直接投资流入有所增长。2004年，我国实际吸引外国来华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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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04年末，我国外债余额折合为2285.96亿美元（不包括香港特区、

澳门特区和台湾地区对外负债，下同），比上年末增加349.62亿美元，增长

18.06%。其中，中长期外债余额为1242.87亿美元，占54.37%，比上年末增加

76.97亿美元；短期外债余额为1043.09亿美元，占45.63%，比上年末增加

272.65亿美元。

    外债余额中，登记外债为1820.92亿美元，贸易信贷为465.04亿美元，其

中由于汇率差及调整数使外债余额增加40.82亿美元。登记外债余额中，国务

院部委借入的主权外债为335.91亿美元，占18.45%；中资金融机构外债余额

为659.69亿美元，占36.23%；外商投资企业外债余额为446.46亿美元，占

24.52%；中资企业外债余额为59.93亿美元，占3.29%；境内外资金融机构外

债余额为316.34亿美元，占17.37%；其他机构外债余额为2.59亿美元，占

0.14%。

    2004年，我国登记外债新借入2059.73亿美元，偿还外债本金1850.23亿

美元，付息52.17亿美元，外债净流入（新借款额减去还本付息额）157.33

亿美元。

    2004年度我国外债的突出特点是：外债流量成倍增加，外债总规模增长

迅速，短期外债占比继续攀升。尤其是上半年，受经济快速增长和人民币升

值预期的影响，外债总规模和短期外债比例都迅速上升。针对这一形势，国

家外汇管理局和相关外债管理部门出台有关政策，控制了外债、尤其是短期

外债的增长。据初步测算，2004年末，我国债务率（外债余额与货物和服务

贸易外汇收入之比）为34.9%，负债率（外债余额与GDP之比）为13.9%，偿

债率（中长期外债还本付息额及短期外债利息与货物和服务贸易外汇收入之

比）为3.19%,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的比约为17.1%，各项指标均处于国际标

准安全线之内。

外债基本情况

品的外部需求仍将比较强劲，全年贸易出口总额将保持较快增长。进

口产品结构可能调整，全年进口规模仍将保持一定增长。对外贸易项目

将继续保持一定顺差。随着服务行业的进一步开放，服务和收益项目预

计为逆差，但经常转移保持顺差。经常项目总体仍呈顺差。

    资本和金融项下，外国来华直接投资流入将继续保持增长态势。从

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看，中国等亚洲国家和地区仍是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

目的地。2005年，我国对外开放的行业领域将进一步拓展，外国来华直

接投资环境将继续改善，预计制造业和服务业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将有

所上升。我国仍将维持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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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我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

外汇交易成交量扩大。2004年银行间外汇市场累计成交量折合2090.40亿美元，

在2003年1511.31亿美元的基础上，增长了38.3%，再创历史最高纪录。

主要币种交投活跃。与2003年相比，美元、港币和日元成交量均有较大幅度

的增长，其中，美元和日元成交量分别达到2044.11亿美元和1349.63亿日元，

分别增长37.8%和76.5%。欧元成交量则有所下降。

　　　　　  

  

银行间外汇市场

人民币兑主要货币的汇率有升有贬。2004年底，人民币兑美元、欧元和日元

的汇率分别为8.2765元人民币/美元、11.2588元人民币/欧元和8.0573元人

民币/100日元，与2003年底的汇率水平相比，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了2个基本

点，兑欧元贬值了7.6%，兑日元贬值了3.9%。

2004年银行间外汇市场各币种成交情况图

成交量  单位：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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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林   摄

沙漠驼铃



中
国
外
汇
管
理
年
报

二
零
零
四
年

国家外汇管理局
0

中国外汇管理年报

02 4

E
x
ec
ut
iv
e 

S
um

m
ar
y

综
 
述

25

    2004年，全球经济保持较强增长势头，主要经济体复苏力度明显，部分

新兴市场经济增长快速。国际金融市场起伏动荡，热点问题层出不穷。美元

汇率进一步下跌，债券收益率大幅波动，主要股价指数区间震荡，国际黄金

价格屡创新高。

    2004年，美元汇率继续进行下跌性调整，兑主要货币的贸易加权汇率指

数在年底跌至9年新低80.38。欧元兑美元汇率上半年先涨后跌，四季度受市

场再度关注美国结构性失衡问题等原因重新迅速上涨，12月20日创下欧元问

世以来的新高1.3667，年末收于1.3558，较上年末上升7.7%。美元兑其他主

要货币汇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下跌。其中，年末美元兑日元汇率较上年末下跌

4.5%，兑英镑下跌6.94%，兑澳元下跌3.87%，兑加元下跌7.24%。

   美元下跌主要是由于：（1）美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问题未见改善，经常

账户赤字占GDP的比重在第四季度高达5.6%；（2）美国政府默许美元贬值，

国际上也未采取联合干预行动，对冲基金等投机者卖空美元行为较盛；（3）

国际油价大幅上涨，美国经济稳步复苏受到一定的影响，欧洲一些国家愿意

本币适度渐进升值，以抵消油价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4）一些央行和大型

基金等机构投资者进行货币结构调整，降低了对美元资产的需求。

国际金融市场回顾

美元汇率进一步下跌

2004年欧元兑美元和美元兑日元汇率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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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债收益率大幅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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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林   摄

梅里雪山

    2004年，主要经济体国债市场走势主要取决于宏观经济走势、中央银行

的货币政策取向和国际资本流向等。美国国债收益率一季度不断走低;二季

度受加息影响迅速走高，6月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全年高点4.87%；三季

度逐步下跌；四季度又重拾升势，年末收益率基本与年初持平。日本国债一

度因经济大幅改善而大跌，下半年得到较好支撑。德国国债追随美国国债走

势，同时由于受欧元升值和资金追捧等影响，收益率不断走低，表现好于美

国和日本国债。

  

    年末，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收于4.22%，较上年末的4.25%下降3个基点。

美国国债收益率曲线变平，10年期和2年期国债收益率利差年末为115个基

点，较上年末收窄128个基点。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收于3.68%，较上年末

的4.29%下降61个基点。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收于1.44%，较上年末的

1.37%上升7个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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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美国、德国和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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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价指数区间震荡

金银价格保持上涨

   2004年，受经济增长、企业盈利状况良好等利好因素，以及原油价格攀

升、地缘政治等利空因素的双重影响，各主要股票市场呈区间震荡态势。年末

道琼斯30种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783.01点，较上年末上涨3.15%；法兰

克福DAX指数收于4256.08点，上涨7.34%；日经指数收于11488.76点，上涨

7.61%。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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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美国、德国和日本股价指数走势

道琼斯30种工业股票指数（左轴） 日经225指数（左轴） 法兰克福DAX指数（右轴）

   2004年，受美元走势和世界政治局势的影响，黄金作为金融避险工具在国

际上受到了更多的青睐。黄金价格走势基本脱离实金供求的影响，而与欧元兑

美元汇率走势明显相关，二者的相关系数高达0.83。上半年，欧元兑美元汇率呈

现区间波动，黄金价格也随之调整于380—423美元/盎司的区间；下半年，随着

欧元走强，黄金亦呈现涨势。黄金价格年初开盘价为415美元/盎司，年末收盘

价为438.10美元/盎司，上涨5.57%。白银年初开盘价为5.19美元/盎司，年末收

盘价为6.79美元/盎司，上涨3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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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统计信息标准化建设。完成《涉外收支交易分类与代码》的编写，并申报

为国家推荐标准。制定统一的国际收支统计间接申报单证格式标准，解决目

前国际收支统计间接申报单证和银行对外付款凭证种类多、银行工作量大、

申报主体填写重复率高的问题。制定《国际收支统计间接申报银行接口规范

通用要素》，解决银行计算机系统与国际收支统计监测系统之间数据交换的

规范标准问题。

积极做好国际收支统计监测系统升级准备工作。确定系统升级的设计流程和

运作模式。将银行涉外收付业务相关单证、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单证和进出口

核销相关单证进行整合，规范了境内银行涉外收付相关凭证的印制、管理和

使用，并进行了凭证备案工作。在国际收支统计监测系统升级前的过渡期内，

开发了国际收支统计监测补充分析系统，实现对银行代客跨境外汇收支数据

的提取、加工和统计分析。

完善点面结合的统计监测网络。制定并发布贸易信贷调查制度，组织地方分

局对全国13个地区、5000多家进出口企业进行抽样调查，为编制我国国际收

支平衡表和国际投资头寸表取得了贸易信贷状况存量和流量的重要资料。改

革出口换汇成本监测的相关制度，进行软件升级的准备工作，提高监测效率

和质量。规范边贸货币流通监测的方法和制度，统一了监测的内容和报表。

加强对外汇黑市特点的研究和监测。

编制国际投资头寸表。试编了2002年和2003年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并首次

发送相关部委。这对分析我国对外金融资产和负债存量状况，掌握我国债务

清偿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加强分析与国际合作，完善国际收支风险预警系统。对外汇收支、国际收支

形势进行预警、预测并按季提交分析报告，定期评估国际收支风险状况，并

对国际收支的发展态势作出分析判断。在跟踪国际最新理论进展和我国经济

发展实际状况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健全国际收支风险预警体系的方法和途

径。同时，与世界银行合作，着手建立高频债务监测系统和预期调查制度。

2005年，国际收支统计监测工作的总体思路是：进一步修订国际收支统计申

报的办法及有关业务操作规程。继续推动国际收支统计监测系统升级工作。

进一步完善我国贸易信贷调查体系，通过电子化手段提高数据的时效性

和准确性，并以此为基础逐步形成我国国际收支统计的企业调查体系。初步

国际收支统计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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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银行卡项下国际收支交易信息监测体系，制定银行卡项下国际收支统计

申报业务的操作规程。研究建立反映银行自身跨境资金流动和对外资产负债

的统计监测体系。梳理结售汇统计和国际收支统计间的关系。研究建立短期

资本流动监测模型，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测。

    国际投资头寸表是反映特定时点上一经济体对外金融资产和负债存量情况的统计表。它记录了特定时期内该经济体分别由交易、价

格变化、汇率变化和其他调整引起的对外金融资产和负债存量变化的具体构成情况。它对反映一经济体对外金融资产和负债的构成和变

动状况，分析债务的可持续性和清偿能力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国际投资头寸表

专栏

国家外汇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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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投资头寸表与国际收支平衡表构成一经济体完整的国际账户。国际投资头寸表在计价、记账单位和折算等核算原则上均与编制

国际收支平衡表保持一致。我国国际投资头寸表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的标准编制。计价方面，原则上采用现期市场价格，记账单

位为美元，使用国家外汇管理局制定的各种货币对美元统一折算率进行折算。国际投资头寸表的竖栏主要突出资产和负债的区别，两者

之间的差额反映净头寸的规模。竖栏按功能进行划分，与国际收支资本和金融账户的标准组成部分完全一致。资产细分为直接投资、证

券投资、其它投资和储备资产；负债分为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其它投资三部分。国际投资头寸表的横栏反映期初和期末头寸，以及引

起头寸变化的各种因素。

刘 莉   摄

收获的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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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核销手续，便利企业经营活动。实行货到汇款项下进口付汇自动核销管

理，减少企业40%进口付汇核销报审业务量。实行进口付汇差额核销管理，

集中精力监管大额付汇和重点企业。将企业因客观原因或历史遗留问题导致

的无法核销的进口付汇逾期未核销数据，从日常监管数据库转移到特殊监管

数据库中，不纳入国家外汇管理局对企业的日常监管，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

题。推广出口收汇核报系统，试行自动核销、网上核销等适合经济发展的核

销方式。

满足企业合理需求，扩大企业使用外汇自主权。提高企业经常项目外汇账户限

额，并取消经常项目外汇账户地区总限额，使企业获得更大的外汇使用自主

权，降低了经营成本。发布实施企业和预算外单位公务出国用汇管理办法，

满足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商务出国用汇需

求。允许跨国公司向境外关联公司支付代垫或分摊的费用。至2004年底，共

有282家中外资跨国经营企业集团及其境内关联公司到国家外汇管理局办理

备案登记。研究制定境外外包生产（OEM、ODM）相关外汇管理措施，并

在深圳、上海开展试点。积极开展跨国经营企业集团经常项目外汇资金集中

管理和集中收付汇试点工作。开展外汇账户数据清理工作，进一步提高数据

质量。

加强对个人外汇管理，进一步满足个人用汇需求。配合新《外贸法》的实施，

出台了个人对外贸易外汇管理政策。提高个人境外自费留学学费供汇标准，

学费按实需供汇；进一步放宽了生活费供汇，等值2万美元以下直接到银行办

理。同时允许个人购汇偿还境内卡境外消费或提现的透支款。2004年，境内居

民个人因私购汇量为19.6亿美元，同期上升63.3%。出台规范个人外汇收支活

动的法规，对个人大额结汇的真实性加强监督和管理。

制定灵活边境贸易外汇管理政策，促进东北和西部地区边境贸易发展。允许以

可兑换货币、人民币和毗邻国家货币等进行边贸结算，对边境贸易实行灵活

的收付汇核销管理政策。针对不同边境地区特点，制定边贸管理实施细则。

与有关部委共同推动边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退税试点工作，提高通过银行体系

进行结算的人民币退税比例，引导边贸出口结算纳入银行结算渠道。

2005年，经常项目外汇管理总体思路是：坚持经常项目可兑换原则，全面

促进企业和个人用汇便利化，切实满足经常项目合理用汇需求；逐步建立经

常项目外汇资金双向均衡监管，维护国际收支平衡。充分利用电子化等先进

经常项目外汇管理�

国家外汇管理局
0

中国外汇管理年报

0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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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手段，完善经常项目信息管理系统。继续创新进出口核销管理思路，推

进经常项目外汇账户改革，完善居民和非居民个人外汇管理政策，不断改进

服务贸易外汇管理制度，便利跨国公司经常项下外汇收付，进一步规范边境

贸易外汇管理。

专栏

稳步推进账户改革  便利外汇收支活动

出台政策要点 施行时间 文件名

对于上年度经常项目外汇支出小于经常项目外汇收入   

且支出占收入的比例为80%以下的境内机构，其外汇账户

限额按其上年度经常项目外汇收入的30%核定。

对于上年度经常项目外汇支出占收入的比例为80%以上（含

80%）的境内机构，其外汇账户限额按其上年度经常项目

外汇收入的50%核定。

取消经常项目外汇账户地区总限额，全国按统一的标准

核定账户限额。

2004年5月1日 《关于调整经常项目外

汇账户限额核定标准有

关问题的通知》(汇发

[2004] 23号，国家外汇

管理局2004年3月30日

发布）

将下列项目的经常项目外汇账户纳入有特殊来源和指定

用途的经常项目外汇账户进行管理，其限额按照其外汇

收入的100%核定：

国际承包工程、国际劳务项下的经常项目外汇账户。

国际海运及船务运输代理、货物运输代理项下的经常项

目外汇账户。

国际招标中标项下的经常项目外汇账户。

从境外收入外汇后需向其他境内机构或个人划转的暂收

暂付项下的经常项目外汇账户。

2003年9月1日 《关于调整国际承包工

程等项下经常项目外汇

账户管理政策有关问题

的通知》（汇发[2003]90

号，国家外汇管理局

2003年8月5日发布）

放宽中资企业开立经常项目外汇账户的条件限制，允许

具有涉外经营权或有经常项目外汇收入的中资企业和外

商投资企业开立经常项目外汇账户。

将原有的外汇结算账户和外汇专用账户合并为经常项目

外汇账户。

对经常项目外汇账户实行了统一的限额管理，统一按照

其上年度经常项目外汇收入的20%核定账户限额。

对上年度没有经常项目外汇收入的，按不超过等值10万

美元核定初始限额。

按上年度经常项目外汇收入的25%为各分局核定地区总

限额，并允许国家外汇管理局在地区限额范围内对具有

特殊情况的境内机构调整账户限额。

对捐赠、援助和国际汇兑等有特殊来源和指定用途的经

常项目外汇账户，按其收入的100%核定限额。

统一中外资企业经常项目外汇账户的管理政策。

2002年10月15日《关于进一步调整经常

项目外汇账户管理政策

有关问题的通知》（汇

发[2002]87号，国家外

汇管理局2002年9月9日

发布）

1.

2.

3.

1.

2.

3.

4.

1.

2.

3.

4.

5.

6.

7.



42

国家外汇管理局
0

中国外汇管理年报

02 4

放宽中资企业外汇结算账户开立标准，扩大开户范围，

允许年度出口收汇额在等值200万美元以上，且年度外汇

支出额为等值20万美元以上，享有进出口经营权，财务状

况良好，两年内没有违反外汇管理规定行为的中资企业开

立外汇结算账户，保留一定限额外汇收入。

中资企业外汇结算账户的最高限额，按照该企业上年度

出口收汇累计额或外汇支出累计额中较小额的25%核定。

对于年度进出口总额1000万（含1000万）美元以上的大

型企业，确因经营需要的，可以向注册地国家外汇管理

局申请，经批准后可以开立2-3个账户。

2001年12月1日 《中资企业外汇结算账

户管理实施细则》（汇

发[2001]184号，国家外

汇管理局2001年11月12

日发布）

将外汇账户从性质上区分为经常项目外汇账户和资本项

目外汇账户，同时对经常项目外汇账户从功能上区分为

外汇结算账户和外汇专用账户，并对不同性质的外汇账

户实行不同的管理方式。

年进出口总额在等值3000万美元以上、注册资本在1000

万人民币以上的有进出口经营权的外经贸公司和年进出

口总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注册资本在3000万人民币以

上的有进出口经营权的生产型企业，其净资产大于或等

于其注册资本的30%的，可以开立外汇结算账户，保留一

定限额的外汇。

中资企业外汇结算账户可以保留的最高限额为本企业上

年进出口总额的15%。

境外承包工程、国际劳务等经常项目外汇专用账户，可

以全额保留外汇收入。

所有外商投资企业均可以开立外汇结算账户，其账户限

额根据其实收资本情况和经常项目外汇周转情况核定。

1997年10月15日；

1997年9月30日；

1997年10月15日

《境内外汇账户管理规

定》（银发[1997]416号，

中国人民银行1997年10月

7日发布）、

《关于允许中资企业保

留一定限额外汇收入的

通知》（银发[1997]402

号，中国人民银行1997

年9月30日发布）、

《中资企业保留限额外

汇收入操作规程》（[97]

汇政发字第07号，国家

外汇管理局1997年9月29

日发布）

允许外商投资企业开立外汇账户，保留经常项目外汇收入。

中资企业，除经营境外承包工程、向境外提供劳务、技

术合作及其他服务的公司，从事代理对外或境外业务的

机构代收待付的外汇，暂收待付或暂收待结项下的外汇

以及保险机构受理外汇保险、需向境外分保以及尚未结

算的保费，可以开立外汇账户外，其他经常项目外汇收

入均不能开立经常项目外汇账户，应当结汇。

1994年1月1日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

一步改革外汇管理体制

的公告》（中国人民银

行1993年12月28日发布）

专栏

出台政策要点 施行时间 文件名

1.

2.

3.

1.

2.

3.

4.

5.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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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出台政策要点 施行时间 文件名

1.

2.

3.

1.

2.

3.

2001年以来居民个人经常项下用汇政策调整

满足企业和预算外单位公务出国用汇需求，企业和预算

外单位公务出国境用汇的差旅费指导性限额为：凡公务

出境人员出境时间在30天（含）以内的，每人每次可向

银行购汇等值3000美元；出境时间在30天以上的，每人

每次可向银行购汇等值5000美元。超过上述指导性限额

的，凭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核准件到银行办理。

企业和预算外单位人员在购买公务出国差旅费外汇的同

时，每人每次还可以自有人民币购买等值400美元的个人

零用费。

企业和预算外单位可以在出境前办理用汇手续，也可以

在返回境内后补办用汇手续。

2004年12月15日《关于企业和预算外单

位公务出国用汇管理有

关问题的通知》（汇发

【2004】117号，国家外

汇管理局2004年12月7日

发布）

提高居民个人自费出国（境）留学购汇指导性限额，将

现行指导性限额由每人每年等值2万美元调整为：学费按

照境外学校录取通知书或学费证明上所列明的每年度学

费标准进行供汇，生活费供汇指导性限额为每人每年等

值2万美元。

简化自费留学生活费购汇所需的证明材料：生活费购汇

金额在等值2万美元以下的，购汇时可不再提供生活费费

用证明材料。

对于前往德国、比利时等需要汇入外汇保证金才签发留

学签证的国家的自费留学人员，允许其在购买外汇保证

金的同时，另外再购买等值3000美元作为出国途中的零

用费。

2005年1月1日 《关于调整境内居民个

人自费出国（境）留学

购汇指导性限额的通

知》（汇发【2004】111

号，国家外汇管理局

2004年11月9日发布）

境内外币卡在境外消费或提现形成的透支，持卡人可以

用自有外汇资金偿还，也可以在发卡金融机构购汇偿还。
2004年9月1日 《关于规范银行外币卡

管理的通知》（汇发【

2004】66号，国家外汇

管理局2004年6月30日发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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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政策要点 施行时间 文件名

1.

2.

3.

1.

2.

3.

4.

5.

1.

2.

提高居民个人用汇指导性限额，按照出境时间供汇：出

境时间在半年以下的可购汇等值3000美元；出境时间在

半年以上的可购汇等值5000美元。

扩大自费出境学习人员的供汇范围：由原来的大学预科

以上扩大到所有出境学习人员。

简化出境旅游个人零用费购汇手续：居民个人持因私护

照、有效签证和身份证明即可购买个人零用费。

对于居民个人在境外经常项目下的消费或支出，在能够

证明真实性的前提下，允许其返回境内后按规定办理补

购外汇手续。

2003年10月1日 《关于调整境内居民个

人经常项目下购汇政

策的通知》（汇发【

2003】104号，国家外

汇管理局2003年9月1日

发布）

放开因私购汇业务的市场准入，由原来的授权中国银行

办理变为具备因私售汇业务条件的银行都可以申请办理。

改变原来居民个人不能在异地购买外汇的规定，居民个

人在户口所在地及户口所在地以外的银行或国家外汇管

理局都可以办理购汇手续。

将居民个人因私购汇的购汇指导性限额统一并提高到等

值2000美元（自费留学除外，为等值2万美元）。

简化购汇手续。除自费留学和旅游外，出境探亲、朝觐

等凭因私护照及有效签证、身份证明就可到银行办理购汇。

实行核销管理，有效防止重复购汇。

2002年8月1日 《关于下发<境内居民

个人购汇管理实施细

则>的通知》（汇发【

2002】68号，国家外汇

管理局2002年7月11日

发布）

对赴国（境）攻读正规大学预科以上学位（含预科）的

自费留学人员的学费和生活费予以供汇。

简化购汇审核程序：购汇金额在等值2万美元以下的，持

规定证明材料到银行办理；等值2万美元以上的，凭国家

外汇管理局的核准件到银行办理。

2001年12月1日 《关于调整对境内居民

个人自费出国（境）留

学售付汇政策有关问题的

通知》（汇发【2001】

185号，国家外汇管理局

2001年11月5日发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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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外资银行短期外债管理。为促进中外资银行平等竞争，抑制外债规模过

快增长，防范外债风险，对外资银行外债实行总量控制。明确了外资银行短

期外债指标的核定方法。统一了中外资银行向境内机构发放的外汇贷款管理，

除出口押汇外，不得结汇。

加强外商投资企业外债及结汇管理。为控制外商投资企业对外负债的规模及

资本项目结汇规模超常增长，重申外商投资企业外债管理的政策，要求其举

借的中长期外债累计发生额和短期外债余额之和，必须严格控制在项目投资

总额和注册资本的差额以内；严格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和外债资金结汇管理，

对超过一定限额（20万美元以上）的外汇资金结汇实行“支付结汇制度”。

继续推进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下简称QFII）制度试点。在国务院批准的试

点额度范围内，认真做好QFII投资额度审批工作，并密切关注QFII在国内市

场的投资活动。通过窗口指导、新闻宣传等方式，引导QFII改善投资分布。

至2004年底，批准24家QFII共34.25亿美元投资额度。在预定的QFII总规模

内，尽量将投资额度核发给以长期投资为目的的机构投资者。

允许个人合法财产对外转移。允许移居境外的中国公民将其合法拥有的境内

财产转移至境外，允许境外居民将继承的境内财产转移至境外。进一步提高

了资本项目可兑换的程度，保障了个人行使法定财产权利。

允许跨国公司在集团内部开展外汇资金运营。允许符合条件的跨国公司境内成

员公司之间采取境内委托外汇放款方式，集合境内外汇资金，调剂境内外汇

余缺；允许符合条件的跨国公司境内成员公司向境外成员公司放款，集合或

调剂区域、全球外汇资金，优化外汇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了投资环境，提

高了企业外汇资金使用效率，同时多渠道解决了境外投资的中资企业面临的

流动资金短缺和融资困难等问题。 

继续深化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改革。进一步扩大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范

围。2004年新批了10个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地区，总计新增购汇额度

5.8亿美元。截至2004年底，共批准试点地区24个，批准试点地区购汇额度

24.8亿美元。此外，完成了境外投资利润保证金清退工作。

允许保险外汇资金境外运用。允许符合一定资格条件的保险公司在批准额度

内开展外汇资金境外运用。正式批准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资本项目外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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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海外证券投资，投资额度为17.5亿美元。拓宽了保险外汇资金投资渠道，

有序、可控地开放证券资金汇出。 

规范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外汇管理。进一步明确了资产管理公司对处置不良资

产有关登记、备案和核准的程序及手续。

近年来，国家外汇管理局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进一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尤其是加快证券项

下开放力度。

主要包括：

改革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

引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制度，允许境外机构投资者在批准的额度内投资境内证券市场；

探索和开放保险外汇资金、社保基金开展境外证券投资；

统一中外资银行外债管理政策，逐步放开外资金融机构市场准入限制；

允许跨国公司在境内成员公司之间和境内外成员公司之间开展内部外汇资金运营，优化资源配置；

放松个人资本跨境转移限制，允许移居境外的自然人对外转移其境内合法拥有的财产，允许非居民继承境内财产

合法转移出境；

完善外商直接投资外汇管理等。

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初步评估，截至2004年底，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划分的7大类43项资本项目交易，超过一

半已实现可兑换或只有较少限制，严格管制的不足一成半。

专栏

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展

我国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分类表

类别 划分标准 项数 占比％

可兑换
对该项交易及其汇兑基本没有限制，但需要经过一

定的程序性审批或真实性审核
11

有较少限制 仅对该项交易的个别交易主体或部分交易进行限制

有较多限制 对该项交易的大部分交易主体或主要交易进行限制

25.6

34.9

严格管制 6
原则上不允许进行交易，包括无明确法律规定、但

实际操作中不允许的交易

25.6

11

15

13.9

......

.

完善外商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明确出口加工区、保税区等特殊经济区域内的

外商投资企业验资询证及外资外汇登记事项有关规定，进一步完善了现行外

商投资企业验资询证及外资外汇登记制度。明确外商投资企业转增资有关问

题的规定。规范外商投资企业减资、合并和分立等办理验资询证的有关事项。

2005年，资本项目外汇管理基本思路：围绕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目标，稳步

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对资本流出入实行均衡管理，保障国家经济安

全；落实国家支持“走出去”战略，鼓励资本有序流出；切实完善或有

负债管理，防范外债风险；研究健全资本项目全口径统计监测制度，及

时分析资本流出入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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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银行结售汇业务监管。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明确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分

支局具体负责结售汇业务的市场准入、退出管理。国家外汇管理局积极开展

经营结售汇业务金融机构的登记备案工作，初步建立报送和发布经营结售汇

业务金融机构信息的工作制度，对全国26000多家经营结售汇业务的金融机构

网点进行备案登记。研究修订《外汇指定银行办理结汇、售汇业务管理暂行办

法》，完善结售汇业务监管。允许银行通过自身结售汇，解决不良资产处置中

出现的资金币种不匹配和经营中本外币资本金不协调问题。

启动实施银行外汇收支非现场监管。制定非现场监管相关工作制度和指标体系，

指导国家外汇管理局各分支局结合现有管理，推动非现场监管的逐步完善。

规范并支持银行卡外汇业务的进一步发展。规范银行卡系统提现金额和商户类

别码设置，事前防止银行卡境外用于赌博等不合规交易。加强对银行卡境外

使用的大额、异常情况的事后报备要求，细化和完善对银行外币卡业务的外

汇管理政策。在准确执行提现金额和商户类别码限制的前提下，放开境内卡

境外交易透支后购汇偿还政策。

    截至2004年底，全国共有27000余家金融机构网点获准经营结售汇业务。

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监管

银行外汇业务监管

    规范证券公司的外汇账户管理，明确对外资参股证券公司的外汇管理措

施，允许证券公司在一定范围内开展外汇拆借业务等。

   新批准9家证券公司经营外汇业务，核准27家证券公司到期更换《证券业务

外汇经营许可证》，取消2家证券公司的外汇业务经营资格。截至2004年底，

全国共有110家证券公司具备经营外汇业务资格。

证券经营机构外汇业务监管

保险经营机构外汇业务监管

简化保险公司部分外汇业务的办理手续。贯彻执行《行政许可法》，规范行政

许可项目的业务操作，进一步简化保险公司外汇业务审核程序。

规范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外汇收付。制定有关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外汇管理政策，

规范出口信用保险项下外汇收支的手续及相关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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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加强保险业务外汇监管。继续完善保险外汇资金的统计监测系统，加

强国家外汇管理局系统人员外汇保险政策培训，不断提高非现场监管水平。

   截至2004年底，全国共有57家中外资保险经营机构获得了国家外汇管理

局核发的《经营外汇业务许可证》。

   此外，还明确了汽车金融公司在外汇账户开立、结售汇管理等方面的外

汇管理政策；进一步修改了信托投资公司外汇业务管理、企业集团财务公司

外汇业务管理、金融租赁公司外汇业务管理等规定。

   远期结售汇业务是指外汇指定银行与境内机构签订合同，约定将来办理结汇或售汇的外汇币种、金额、汇率

和期限，到期时按照该合同订明的币种、金额和汇率办理的结汇或售汇业务。

   

   1997年，中国银行作为首家试点银行开始试办远期结售汇业务。2003年试点扩展到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

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2004年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中信实业银行和交通银行。

   

   目前，远期结售汇合约的最长期限为1年（含），币种主要是美元、日元、欧元和港币等可自由兑换货币。根

据2004年扩大远期结售汇业务的有关规定，境内机构可向银行申请办理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范围包括：贸易项下的

收支，服务贸易和收益项下的收支，偿还银行自身的外汇贷款和偿还经国家外汇管理局登记的境外借款。经过补

充和修订的远期结售汇业务的市场准入条件主要包括：取得结售汇业务资格2年（含）以上、上年度结售汇业务

量在200亿美元（含）以上、具备较强的本外币资金拆借能力等。

   

   远期结售汇业务开展以来，受到市场的普遍好评，业务发展平稳，为企业规避汇率风险、丰富银行业务品

种、促进对外经贸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什么是远期结售汇业务

金融机构结售汇业务信息查询系统

   为提高结售汇业务管理信息透明度，方便企业和个人办理相关业务，进一步增强结售汇业务管理对社会公

众的服务力度，加强对金融机构经营结售汇业务的监督管理，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有关文件要求，国家外汇管理局通过

国际互联网站（www.safe.gov.cn）发布了经营结售汇业务金融机构的信息。

    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分支局具体负责金融机构结售汇业务的市场准入、退出管理，已经营结售汇业务的金

融机构需到相应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办理登记备案手续。目前，全国各地金融机构办理结售汇业务登记备案手续

的工作已基本完成，并全部收录入金融机构结售汇业务信息查询系统。

    社会公众进入该系统后，可以选择输入经营结售汇业务金融机构所在地区（省份及城市）、机构类型和营

业地址的关键词进行快捷方便的查询。点击查询结果集里的机构名称，可得到该机构所有详细信息，包括机构

类型、所在地区、营业地址、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许可日期、许可文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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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查处力度，严厉打击各种外汇违法违规行为。2004年，全国外汇检查系统

新立案件1227起，结案1293件，累计罚没款达7431万元。与公安机关积极配

合，共组织打击地下钱庄专项行动479次，打掉地下钱庄及外汇非法交易窝点

86个，涉案金额125亿元人民币，缴获现钞折合人民币1.1亿元，冻结存折及

银行账户460个，冻结资金折合人民币4200余万元，抓获犯罪嫌疑人274名，

罚没金额共计1943万元人民币。在完善外汇管理系统协调机制、提高技术手

段基础上，全年共督办16个特大要案，打击了外汇非法交易犯罪分子的嚣张

气焰，为社会公众遵守外汇管理法规起到积极警示作用。

开展专项检查，密切关注跨境资金的非正常流动。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项检查和

调查1000余次，检查各类企业3000余家。其中，完成了对2003年外汇指定银

行收汇、结汇专项检查的收尾工作；开展了对境内部分外资银行和保险公司

的专项检查；开展了对境内企业、居民与境外离岸金融中心外汇收支情况的

专项调查。各分局还开展了对辖内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外债结汇及外贸企

业预收货款等方面的专项检查。

监测跨境资金异常流动，加强外汇领域反洗钱工作。按照法制化、制度化、信

息化的工作思路，积极参加全国人大《反洗钱法》立法工作；细化金融机构

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的内容、标准和程序；设计开发反洗钱信息管

理系统，提高反洗钱数据收集、汇总、筛选、分析的水平。积极配合人民银

行开展本外币统一监测，积极参与反洗钱的国际合作和交流。2004年，国家

外汇管理局系统共收到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435万笔，总计12096亿

美元。通过对上述数据的甄别和筛选，查处了多起外汇违规案件，并通过案

例曝光等方式，提高了公众反洗钱意识。

落实外汇市场信用体系建设五年方案，积极推进信用体系建设。积极开展对外

汇市场信用体系建设的调研和试点工作。在试点分局辖内试行“外汇指定银

行合规经营诚信等级评价”活动，指导试点分局进行“金融信用信息系统”

的开发和运行工作。

首次发布《2003年中国外汇领域反洗钱报告》。全面反映和介绍了2003年外汇

领域反洗钱工作成果，总结了经验。

2005年，外汇管理检查工作的总体思路是：继续加大对资金流入的检查力度。

加强对重点地区、重点行业的外汇检查。继续推进外汇领域反洗钱工作，加

整顿和规范外汇市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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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的监测。进一步加大对外汇领

域大案要案的打击力度，巩固并继续扩大整顿和规范外汇市场秩序的工作成

果。开展外汇违规信息披露试点工作，不断完善外汇市场信用体系建设。

发布《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强化了外汇分支局和金融机构在外汇领域反

洗钱工作中的职责，规范了外汇分支局对外汇领域反洗钱工作的监管以及对反洗钱数据的汇总、筛选、甄别和分

析等工作。

制定了《外汇领域反洗钱信息分类管理和核查工作管理规定》，明确了外汇分支局在建立信息分类名单库（“关

注名单库”、“黑名单库”、“白名单库”）和进行核查工作时应遵循的原则和程序。

建立了规范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分析报告报送体系，分别按月、按季撰写相关分析报告，并定期向人民银

行反洗钱局和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报送。从2004年10月起，国家外汇管理局开始向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

提供逐笔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数据，为实现反洗钱本外币统一监测创造了条件。

2004年外汇领域反洗钱工作新进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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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国家外汇储备继续快速增长。截至2004年12月31日，国家外汇储备

规模达到6099.32亿美元，较上年末增加2066.81亿美元，增长51.25%

。  
国家外汇储备经营管理

   2004年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保持增长，美国经济表现好于日本和欧盟。外汇

市场受美国双赤字问题、国际油价上涨和国际资本流动等因素的影响，美元

汇率总体呈下跌走势。主要债券市场国债收益率波动剧烈，大体经历了下降-

上涨-下降-上涨四个阶段。随着外汇储备规模的增长以及国际金融市场动荡

的加剧，外汇储备经营管理面临的挑战加大。

以投资基准为核心，积极开展各项经营活动。正确判断外汇市场走势，准确把

握操作时机，积极实施货币结构优化。针对债券市场收益率波动较大的情况，

积极应对，努力提高债券投资盈利能力。进一步加大储备资产经营力度，积

极开展债券回购、出借等业务，挖掘市场潜力，增加经营收益。

适应大规模投资经营需要，进一步完善储备经营各个环节。加大研究分析工作

力度，重点开展对涉及储备经营管理重大问题的研究。组建各组合投资决策

小组，完善投资决策机制，扩大参与投资决策的范围，加强投资人员与研究

分析、风险管理以及业绩评估等人员的交流与协作。继续强化风险管理委员

会机制，修改和完善风险管理相关规章制度。对投资操作及其他各环节进行

合规性检查，加大内部审计的力度。实施交易报价比较制度，进一步规范投

资行为，降低投资成本。

大力加强队伍建设，确保储备经营管理队伍的稳定和发展。加强储备经营领导

班子的配备，加大干部培养选拔和交流力度，完善人力资源管理。根据工作

需要适当增加储备经营管理人员数量，提高人员专业素质，现有员工中博士、

硕士占三分之二以上。

2004年国家外汇储备规模  （单位: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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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外汇储备？外汇储备是一国(或地区)货币当局持有的可用来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和汇率稳定的可兑换货币资产。它

与货币当局的黄金储备、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头寸、特别提款权及其他债权一起，构成一国（或地区）的国际储备。一

般来说，外汇储备是国际储备中规模最大、增长最快、地位最重要的资产。

   外汇储备有什么作用？对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而言，持有充足的外汇储备有助于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增强货币当局制

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能力，增强国际支付和调节国际收支逆差的能力；有助于维护现有汇率体制的稳定性，抵挡外部经济

波动对本国经济造成的冲击，防范金融风险；有助于为本国的经济发展、国际借贷和国际金融合作提供信心支持和资信保

证；有效提高国家应对诸如自然灾害、战争等突发事件的能力。

   我国如何管理外汇储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国人民银行作为我国中央银行持有国家外汇储备，授权国家外汇

管理局经营和管理。国家外汇管理局专门成立了中央外汇业务中心（储备管理司），由一支专业化的团队对我国外汇储备

进行管理。长期以来，国家外汇管理局始终遵循“安全、流动、增值”原则，在明确、完善的授权体系下进行规范化、专

业化的资产管理，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符合我国国情的储备经营管理体系，包括以投资基准为核心的经营管理模式、科学先

进的风险管理体系、不断完善的内部治理结构等，确保储备资产和经营工作安全。外汇储备结构摆布按照长期的、战略性

的结构基准进行，不以赚取短期价格波动收益为目的，也不会参与外汇和债券市场的投机炒作。

储备管理知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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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公布外汇行政许可项目。在巩固2002年、2003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基础

上，2004年进一步取消了8项行政许可项目。截至2004年底，国家外汇管理局

共取消行政审批项目34项，占外汇管理行政许可全部项目的45%。发布《国家

外汇管理局行政许可项目表》，对外公布外汇管理领域39项现行行政许可项

目及其法律依据，使外汇管理行政许可有法可依。

规范外汇管理行政许可程序。发布外汇管理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规范了

外汇管理行政许可项目公示、受理、审查与决定、期限、听证、监督检查等

各个环节的操作，促进外汇行政许可进一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

遵循世贸组织规则，提高法规政策透明度

提高法规制定过程的透明度。积极落实外汇法规草案论证内部工作制度，在

法规正式出台前，召开有关论证会，广泛听取有关政府部门、银行、企业等

各方意见，保证立法质量，提高法规的科学性、合理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

加强法规宣传的及时性。继续发挥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互联网站

（www.safe.gov.cn）和《国家外汇管理文告》的宣传主渠道作用，对外宣

传政策规定，介绍法规出台背景及政策调整情况，以便社会公众理解法规实

施目的，掌握其内容；大力宣传外汇政策和外汇管理工作情况，针对社会关

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答疑解惑，积极引导社会舆论的正确方向。

创新外汇立法信息调研方式。健全外汇法规出台后的信息跟踪与反馈机制，

掌握法规执行效果；积极开展对外汇管理热点、难点问题的调研，组织开展

课题研究，对法规进行认真研究和评估，为立法和制定政策奠定理论基础。

2005年，国家外汇管理局法规建设的总体思路是：围绕《外汇管理条例》修

订工作，清理法规，加快完善法规框架。切实贯彻《行政许可法》基本思想，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规范外汇管理行政许可制度。

外汇管理法规建设

实施《行政许可法》，进一步推进外汇领域依法行政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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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外商直接投资项下外汇登记、付汇核准

2. 资本项目外汇资金汇出境外的购付汇核准

3. 对外借款单位直接通过境外机构进行债务项下保值业务审批

4. 国有企业境外期货套期保值交易年度风险敞口审批

5. 境内机构外债、外债转贷款、对外担保履约核准

6. 资产管理公司对外处置不良债务登记及外方所得收益汇出核准

7.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托管人资格审批

8.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账户、资金汇出审批与外汇登记证核发

9. 出口单位收汇分类核销核准

10. 出口单位领取出口收汇核销单核准

11. 出口单位出口退赔外汇核准

12. 出口单位补办出口收汇核销专用联和出口收汇核销单退税专用联审批

13. 外商投资企业或中资企业适用跨国公司非贸易售付汇管理政策审核

14. 银行为编码重复的没有身份证的居民个人办理售汇业务核准

15. 金融机构的外方投资者收益汇出或者购汇汇出核准

16. 金融机构外汇与人民币资产不匹配的购汇、结汇审批

17. 特殊经济区域区内机构外汇登记、登记变更、注销审批

18. 特殊经济区域区内机构结汇、购付汇核准

19. 企业租赁期不满一年、租赁贸易、租赁（照章征税）购付汇核准

20. 境内外资金融机构短期外债核准

21. 个人购付汇、结汇、解付现钞、携带现钞出境审核

22. 境外投资外汇资金（资产）来源与汇出审核、登记

23. B股、境外上市外资股和红筹股项下境外募集资金调回结汇审批

24. 出口单位出口收汇差额核销、核销备查核准

25. 进口单位进口付汇备案核准

26. 保险公司向境外分保购汇核准

27. 金融机构大额结汇、售汇交易入市安排审批

28. 外汇账户（含边贸人民币结算专用账户）的开立、变更、关闭、撤销以及账户允许保留限额核准

29. 机构外汇资金境内划转核准

30. 机构单笔提取超过规定金额外币现钞审批

31. 境内机构非贸易购付汇真实性审核

32. 金融机构和企业对外担保审批

33. 境内机构全口径外债和对外或有负债登记核准

34. 保险、证券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市场准入、退出审批

35. 出口单位出口收汇核销

36. 银行、农村信用社、兑换机构等结汇、售汇业务市场准入、退出审批

37. 进口单位进口付汇核销

38. 资本项目外汇资金结汇核准

39. 短期商业贷款指标审批

国家外汇管理局现行的行政许可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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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建设外汇管理服务平台。在全国推广出口收汇核报系统，实现了收汇及

货物报关数据的自动采集和对资金双向流动的监测，提高了核销管理工作的

效率和对信息的利用率，方便企业灵活办理出口核销业务。开发并试点运行

出口收汇核销网上报审系统，便于及时全面掌握核销情况，并方便企业远程

网上操作。在全国试运行外债统计监测系统（银行版），银行通过在互联网

上登录该系统，可实时录入外债数据，实现银行外债数据的实时采集，提高

外债统计的监测和监管效率。

加强外汇管理监管平台建设。在全国开展了外汇账户管理信息系统数据清理，

进行境内机构结售汇数据纳入账户管理的试点。开发并试点了外汇账户统计

和分析系统，使数据为管理和决策服务。建设反洗钱信息系统，在已推广的

分析处理程序基础上，完成了单机版向网络版的移植，同时积极着手新系统

的建设。开展数据综合利用试点，对外汇数据整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部

分分局试用分析模型，利用整合数据进行外汇收支形势分析。

推进政务信息化建设。开通内部信息门户网，使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政策法规、

工作情况等信息及时传达到全系统，同时还为分支局上报工作情况、直接对

话提供了平台。升级改版国家外汇管理局办公自动化系统，提高了内部办公

和公文流转效率。清理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互联网站信息，规范了管理信息

的发布，提高政务信息对外公布的频率和透明度。

2005年，国家外汇管理局信息化建设的总体思路是：在完善外汇服务平台基础

上，重点建设外汇监管平台。以现有的业务应用系统为基础，以数据整合、

信息资源再利用为切入点，在完善信息化管理制度和规范的基础上，形成整

体的外汇监管业务应用系统。

信息化建设



国家外汇管理局
0

中国外汇管理年报

02 4

专栏

国家外汇管理局主要应用系统一览表

序号 应用系统名称 用         途 应用主体

1 国际收支统计间接申

报系统

该系统是统计境内机构（境内银行自身除外）和个人通过我国境

内银行发生的对外收支的计算机系统。

国家外汇管理局分支局、

外汇指定银行

2 汇兑业务统计申报系统 该系统作为国际收支体系建设的子系统，采集在银行及汇兑点发

生的，与人员进出境相关的汇兑交易（仅指外币现钞、旅行支票

和信用卡）数据。

国家外汇管理局分支局、

外汇指定银行

3 银行结售汇统计系统 通过该系统统计银行报送的结汇、售汇数据，作为外汇收支形势

分析重要的参考依据，是实现对银行结售汇监管的重要数据来源。

国家外汇管理局分支局、

外汇指定银行

4 居民个人购汇管理信

息系统

通过该系统对办理境内居民个人购汇业务进行管理和统计，打破

由一家银行独自经营个人售汇业务的限制，允许异地购汇，有效

防止重复购汇，方便个人购汇，为银行业的公平竞争创造了良好

的环境。

国家外汇管理局分支局、

外汇指定银行

5 出口收汇核报系统 该系统通过对海关、银行数据进行共享和综合利用，完善数据信

息的采集分析，从动态与静态、变量与存量、结构与区域等不同

角度，提高了对信息的利用率，实现了对资金双向流动的监测，

实现了由现行的逐笔审核、一一对应的监管模式，向批量乃至总

量监管过渡，使核销业务的处理更具准确性和及时性。

国家外汇管理局分支局

6 出口核销数据批量交

换系统

该系统从海关批量接收出口核销单、报关单、企业档案数据，分

发各外汇数据分中心。建立了国家外汇管理局与海关之间的数据

共享机制，提高数据处理速度和效率，获取完整的出口报关单信

息，确保准确、及时跟踪企业收汇。

国家外汇管理局分支局

7 外汇账户管理信息系统 该系统通过对账户数据的采集、加工和统计分析，实现了对公单

位外汇账户管理的电子化及对外汇资金流动实施有效的监测和分析。 

国家外汇管理局分支局

8 外债统计监测系统 该系统充分考虑了新形势下外债统计监测的新思路、新方法、新

需求，逐步实现了统计与管理相结合，区分了各种方式的外债流

入形式。同时满足了监管部门按照最新国际标准口径统计外债及

对外交流的需要，并初步满足了对未来一段时间内外债提款和还

本付息等情况进行预测分析的需求。

国家外汇管理局分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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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工作重点组织出访调研与考察。为科学借鉴国外在外汇管理方面的先进经

验和成熟做法，2004年，共办理因公出访项目163个，安排国家外汇管理局系

统出访383人次。出访内容紧扣当前热点和难点，如反洗钱业务，外汇衍生

产品的开发、利用及监管，外资银行管理方式，金融危机后的外汇管理体制

和外汇管理立法反思，资金跨境流动与高频债务监测体系，以及香港银行办

理人民币业务情况调查等。

加强国际交流，阐释外汇管理政策。安排外方来访360余次，较上年增加24%。

积极安排国际或区域性组织、外国中央银行和其他政府部门、境外金融机构

人员来访，阐述我国经济、金融政策。

利用多种渠道加大境外培训力度。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联合在美国举办“外

汇管理政策与实务”培训班，对国际收支分析框架、汇率制度演进和改革经

验、美国资本市场的运作与管理等内容进行了系统学习和考察；组织第二期

反洗钱培训班，赴澳大利亚参加反洗钱立法、反洗钱机构及其运作、金融领

域反洗钱状况和反洗钱的国际合作交流等方面内容的培训；组织赴俄罗斯“国

家公务人员金融业务与管理”培训等。

举办国际研讨和讲座。邀请一些国外专业机构和国际金融专家来国家外汇管

理局进行有关做市商制度、衍生金融产品发展状况等专题讲座。与世界银行

联合举办了“资本流动脆弱性分析研讨会”等。

国际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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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家外汇管理局举办的国际研讨会

名称 主要内容 主办方 时间 地点

跨境证券投资托

管研讨会

跨境证券投资的理念和方法、托管业务及其

产品、存托凭证业务、外币资产管理业务及

海外上市公司的投资者关系管理等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04年11月

15-17日

北京市

资金异常流动监

测研讨会

国际社会和各国反洗钱与反恐融资的法律准

则、国际反洗钱状况、金融情报中心的职能

及具体运作、异常跨境资金交易的监控等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04年5月

11-13日

广东省

东莞市

联合证券投资调

查培训研讨会

联合证券投资调查的基础概念、发展进程、

统计范围及具体调查方法，其他相关证券资

产调查方法，统计理念等基础性问题等

国家外汇管理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04年4月

5-9日

陕西省

西安市

资本流动脆弱性

分析研讨会

资本流动脆弱性评估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监测资本流量和存量

的实际经验、高频债务监测体系和市场预期

调查体系的建立等

国家外汇管理局

世界银行

2004年3月

23-26日

广东省

深圳市

北京市国际视角的中国

资本账户开放研

讨会

资本账户开放的初始条件与方式、资本账户

开放过程中的资本市场、公司和非银行金融

机构、本国货币境外流通的经验等

国家外汇管理局

国际清算银行

2002年9月

12-13日

国际投资头寸统

计培训班

国际投资头寸统计理论框架、编制方法、基

础数据采集的渠道和方法、以及数据加工中

的难点问题等

国家外汇管理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02年8月

14-29日

四川省

成都市

资本项目可兑换

与国际资本流动

培训研讨会

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概念、资本管制和审慎性

管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资本项目可兑

换和资本流动总论、金融部门稳定性以及与

资本账户自由化的关系等

国家外汇管理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01年10月

15-20日

云南省

昆明市

外汇市场与操作

培训班

重点关注外汇市场的具体操作问题，如人民

币汇率制度的选择、外汇市场及其发展、中

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远期外汇市场、

对外部门的自由化和金融部门的稳定性等

国家外汇管理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00年10月

16-20日

海南省

海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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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进领导干部队伍建设，努力提高干部队伍整体素质。认真贯彻落实《党

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从德能勤绩廉等方面全面衡量、考察、任

用干部；一批年纪较轻、学历较高、能力较强的同志走上了领导岗位。积极

推进干部交流，先后有30余名干部进行了跨司或跨处交流。干部培训逐步深

化，在培训课程设计、师资选择、服务保障和组织实施等方面形成了一套比较

成熟的工作模式。2004年对全局处级以上干部进行了轮训，举办了系统干部外

汇业务培训和英语培训等8个培训班，受训人员达422人次，比上年增加了51%。

加大吸引录用高层次人才力度，新接收录用了50名干部，充实了专业干部队

伍力量，为外汇管理工作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和智力支持。

加强内审监督，促进外汇管理工作规范化。在机关和系统分支机构积极稳妥地

推进内审工作，进一步规范外汇业务操作流程，实现规范管理。明确岗位职

责，做到分级授权，责任到人。开展外汇管理业务内审检查工作，督促落实

各项内控制度，确保外汇管理法规的有效执行，同时也加强了对分支局的审

计监督。组织、参与了多个审计监督项目，包括对计算机网络及有关业务应用

系统运行管理情况专项审计、对进出口核销业务专项审计、对外币清算业务的

审计调查等。通过审计监督，提高了业务部门的风险意识，推动了内控制度

的不断完善，促进了外汇管理工作的日益规范。

2005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干部人事和内审工作的总体思路是：紧紧围绕外汇管

理中心工作，重点抓好干部选拔配备、培训交流、内控机制和自身建设，为

提高外汇管理干部队伍整体素质、保障外汇管理工作健康发展服务。

干部人事和内部审计

Personnel  Management and Internal  
Audit ing

Vigorous ly  p romot ing  the  cons t ruc t ion  o f  l eade r sh ip  and  
making great  effor ts  to  enhance the overal l  accomplishment  of  
the cadres .  Earnest ly  implemented the Regulat ions on Select ing 
and Appoint ing Party Leadership and Cadres ,  judged,  reviewed 
and appointed cadres  f rom the perspect ives  of  moral  integri ty,  
abi l i ty,  di l igence,  performance,  and incorruptness ,  with a  batch 
of  young and capable  cadres  with high academic degrees  joining 
the  leadersh ip .  Personnel  exchanges  were  proac t ive ly  advanc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