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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等四大行业“碳达峰、碳中和”路径渐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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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 萌

4月25日，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
济合作司负责人介绍了2021年一季
度我国对外投资合作情况。一季度，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2061.4亿元，同比
增长4.6%，其中，对外非金融类直接
投资1608.1亿元，同比下降4.9%。对
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1953.1亿元，
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新签合同额
3472.4亿元，同比下降10.2%。对外
劳务合作派出各类劳务人员7.4万
人，3月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59万人。

对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

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从一季度数据看，尽管
疫情仍在全球蔓延，我国对外直接投
资增速已有所回升，特别是金融类投
资有所增加，非金融类投资增速受疫
情冲击和海外需求减弱影响，相对恢
复迟缓，但对外投向结构在优化。

上述负责人介绍，一季度，我国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稳
步增长。具体来看，我国对“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4.2
亿美元，同比增长5.2%，占同期总额
的17.8%，较上年同期上升0.5个百分
点。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签承

包工程合同额313.4亿美元，完成营
业额177.5亿美元，分别同比增长
19.4%和12.4%。此外，一季度流向
制造、信息传输等领域的投资增长较
快。其中，流向制造业的投资38.4亿
美元，同比增长17.8%；流向信息传
输业16.2亿美元，同比增长20.9%。

刘向东表示，我国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投资增速仍有所增长，制造
业和信息传输服务领域的增速也在
增长，很好地适应了疫情防控下数字
化转型的需要，对外投资结构持续优
化。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付

一夫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
资合作的积极推进，充分展现了我国
携手沿线国家发展共赢的承诺与履
行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同时，对外投
资结构的不断优化，有利于拓展我国
经济增长的空间，提升我国产业及企
业在全球产业链及价值链中的竞争
力，也是坚持对外开放、促进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此外，一季度我国对外投资合作
还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地方企业对外
投资有所增长。一季度，地方企业对
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200.3亿美元，

同比增长9.9%，占同期对外直接投
资总额的80.8%。东、中、西部地区
对外投资同比增长分别达到7.2%、
45.6%和6.3%。二是对外承包工程
集中在基础设施领域。一季度，企业
承揽的境外基础设施类工程新签合
同额412亿美元，完成营业额246亿美
元，分别占总额的77%、81.6%。

刘向东认为，对外承包工程受人
员交流限制，但在基础设施领域仍保
持较高增速，从中可以看出，倘若全
球疫情防控得到有效控制，预计未来
对外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将会进一
步复苏向好。

一季度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达2061.4亿元

阎 岳

“2020 年外汇市场的交易量接
近30万亿美元，未来可能更大；从中
长期来看，未来中国外汇市场保持平
稳运行的基础仍然稳固。”国家外汇
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在
今年一季度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新闻
发布会上表示。

2020 年 1 月份至 12 月份，中国
外汇市场累计成交206.38万亿元人
民币（等值29.99万亿美元）。这一数
值较2005年增长逾20倍。

2020年外汇衍生品市场累计成
交12.11万亿元人民币（等值1.85万
亿美元）。今年一季度，远期结售汇
和外汇期权签约规模合计2904亿美
元，较 2019 年和 2020 年同期平均水
平增长95%。

在新冠疫情影响下，在国际经济

金融环境日益严峻的背景下，不断
“长大”的中国外汇市场靠什么才能
实现中长期平稳运行呢？归纳起来
主要有三点，笔者将之称为三个“减
震器”。

第一个“减震器”是不断深化的
汇改让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让中国
外汇市场具有了抵抗内外部冲击的
缓冲力。

对于外汇市场建设，各种文件里
着墨不多，但都直指问题核心。比如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保持人民
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
定；深化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
目标纲要》强调，完善出入境、海关、
外汇、税收等环节管理服务；加强国
际收支监测，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和外汇储备基本稳定。

国家外汇管理局特别强调要引
导金融机构和企业坚持风险中性原
则，打击外汇投机行为，加强市场预
期管理和宏观审慎管理，避免外汇市
场无序波动。

今年3月份，人民币对美元月平
均汇率降至6.5066元，结束了从去年
4 月份持续了 9 个月的单边上涨行
情。但中国外汇市场表现出了一贯
的韧性、理性和平衡性特征，人民币
汇率双向浮动弹性增强，且“发挥了
宏观经济稳定器功能”。

第二个“减震器”是银行提供外
汇服务的能力有所增强，可以基本满
足市场主体风险管理的需求。

目前全国能够提供外汇衍生产
品服务的银行有多少家？王春英称
有 115 家，包括大中小型银行、中外
资银行。

近年来，监管层一直致力于引导

鼓励银行有效扩大基层外汇衍生品
服务的覆盖面，优化和畅通服务企业

“最后一公里”，为企业提供专业化、
精细化和定制化的汇率风险管理服
务。当前，银行基层外汇服务能力显
著增强。

上市银行在外汇衍生品服务方
面做出了重要探索并取得了一定成
效。比如，深市一家银行在今年第
一季度报告中称，外汇及利率衍生
产品业务交易量61.56亿美元，同比
增长60.7%。

第三个“减震器”是企业汇率风
险意识有所增强，风险中性理念获得
广泛认同。

近年来，金融监管层开始给企
业和金融机构密集灌输汇率风险中
性理念，而且正在自上而下被逐渐
强化。但随着中国经济体量不断增
大，汇率波动对企业的影响逐渐显

现出来。
尽管企业对于汇率风险管理的

意识有所提高，但由于理解的程度不
一，使用上更是千差万别，所以汇兑
损益的影响仍在逐年扩大。比如汇
兑损益影响上市公司2020年年报业
绩的已经超过了 1100 家，规模超过
100亿元，较上一年度大幅增加。其
中有些极端案例值得注意，有的上市
公司出现汇兑损失超过 10 亿元，有
的则实现收益数十亿元。

企业加强汇率风险管理这个“减
震器”还应加强。

这三个“减震器”构成了中国外
汇市场平稳运行的基础，但银行和
企业的弹性及强度仍需要进行重点
补强。

中国外汇市场有三大“减震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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