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宏观动态跟踪报告 

人民币汇率下一步 

 

 

宏
观
动
态
跟
踪
报
告 

 

宏
观
报
告 

  

2022 年 04 月 22 日 

 

 

证券分析师 
 

钟正生 投资咨询资格编号  

 S1060520090001 

 ZHONGZHENGSHENG934@pingan.com.cn 

 
研究助理 

 

张璐  一般证券从业资格编号 

 S1060120100009 

 ZHANGLU150@pingan.com.cn 

 

 

 

 

  

事项： 
2022 年 4 月 19 日至 4 月 22 日（截至 18:14 分），离岸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在 4

个交易日内贬值超过 1600 点，达到 6.5454，创 2021年 10 月以来新高。 

 

平安观点： 
 近期人民币汇率急贬的原因：1、出口景气出现从高速向中速回落的更多

迹象。2020 年下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的持续强势，一个重要内核在于中

国出口的高景气，支持了基于外贸实需的外汇流入。2、中国经济下行压

力阶段性加大影响外资流入。3 月以来，中国与海外的疫情防控差异边际

逆转，且在此同时，接连出现俄乌冲突爆发、中概股监管问题、美联储启

动快加息等外部冲击，可能引发外资对中国资产的担忧情绪，导致外资阶

段性撤出迹象。3、美元指数“破百”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更强牵扯。俄乌

冲突爆发之后，美元指数开启新一波上涨，特别是 4 月以来美元指数在日

元急贬的助推下“破百”。而 2015 年“8-11”汇改以来，美元指数在 100

以上运行的时间并不多，此番“破百”对人民币汇率预期的影响值得关注。

4、汇率在中美货币政策分化中发挥更多调节作用。中美货币政策的节奏

差还将延续下去。正如我们此前一直强调的，中国货币政策应该、也能够

做到“以我为主”，其中的关键就是让人民币汇率发挥更多调节内外均衡

的作用。 

 我们认为，目前上述人民币贬值的触发因素或仍在演绎，人民币汇率可能

还会震荡调整一段时间。而相比于人民币汇率点位的走贬，人民币调整的

节奏与幅度更为关键。  

 下一步人民币汇率展望：首先，人民币汇率在较高水平上的调整，未必是

件坏事。2021 年 8 月以来，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已经突破了前期高点，

其持续攀升对出口的负面影响愈发变得不容忽视。人民币汇率作为货币宽

松的另一种形式，也有助于缓释企业现金流压力。其次，货币政策需注意

宽松节奏，避免人民币汇率超调。在人民银行过去的货币政策操作中，可

以看到其对于人民币汇率贬值的不同情形有不同的应对。当前，中国资本

外流的隐忧再现，货币政策可以“以我为主”，但需要注意宽松节奏，避

免人民币汇率超调。再次，监管部门应注重维护外资配置人民币资产的节

奏。与海外监管当局积极沟通，形成规则体制的共识基础，维持外资平稳

配置人民币资产的节奏，减少因非经济因素带来的意外冲击。最后，着力

稳定宏观经济大盘是汇率稳定的最根本保障。在俄乌冲突加剧全球“滞胀”

风险的背景下，若中国能够在保供稳价上取得更大进展，亦将成为人民币

汇率的坚强后盾。我们看好中国经济在二季度完成“筑底”的前景，这将

是人民币汇率维持稳定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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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4月 19日以来，人民币汇率走出了一波快速贬值。2022 年 4 月 19 日至 4 月 22 日（截至 18:14 分），离岸美元兑

人民币汇率从此前一个月运行的中枢 6.38附近，在 4 个交易日内贬值超过 1600 点，达到 6.5454，创 2021 年 10 月以来新

高。在人民币汇率急贬同时，国内股票、债券、商品市场一度呈现“三杀”局面：创业板指数续创 2020年 6月 19日以

来新低，10 年国债收益率最高回升至 2.833%，南华商品指数高位回调约 1.7%。 

本文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是，如何理解近期人民币汇率贬值的原因；二是，如何看待下一步人民币汇率走势。 

图表1 4 月 19 日以来，人民币汇率走势逆转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一、 近期人民币急贬的原因 

1、出口景气出现从高速向中速回落的更多迹象 

2020 年二季度以来，中国由于疫情防控优势而带来的出口市场份额优势，是支持中国国际收支顺差趋势扩大的关键。同

期，尽管金融账户下的证券投资和直接投资顺差也显著扩大，但由于其它投资项下的持续逆差，整体金融账户逆差并未

收窄。因此，2020年下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的持续强势，一个重要内核在于中国出口的高景气，支持了基于外贸实需的

外汇流入。 

图表2 2020 年 2季度以来经常账户支持中国国际收支
顺差 

 

图表3 而“其它投资”项拖累金融账户延续逆差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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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近期中国出口景气出现了更多的从高速向中速回落的迹象。2021年中国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增长 29.9%，2022年 1、

2 月出口受到春节效应影响波动较大，若合并 1-2月来看，则 1-2月中国出口增速下降到 16.4%，3月增速进一步下降到

14.7%。中国 1-3月贸易顺差平均为 543 亿美元，相比 2021 年 12月的 942.7 亿美元也出现了显著回落。2022 年一季

度，中国人民银行企业调查问卷中的出口订单指数从 2021年四季度的48.7%下降到40.9%，为2020年二季度以来最低。

中国一季度支出法 GDP中净出口的拉动从 2021年四季度的 1.06%下降到 0.18%，也是 2020年二季度以来最低。这些

都表明，中国出口增长开始面临回落压力，从而对中国国际收支和人民币汇率的支撑开始面临减弱。 

图表4 2022 年一季度中国出口和贸易顺差均明显回落 

 

图表5 2022 年一季度出口订单及对 GDP的拉动下滑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2、中国经济下行压力阶段性加大影响外资流入 

2020下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强势的另一基础在于中国疫情防控的效果在全球一枝独秀，资金选择流入供应链更加安全、

稳定的中国。这在国际收支表上，表现为直接投资项目的顺差明显扩张，2021年直接投资顺差达到 2059.42亿美元，是

2019 年的 4倍；在资本市场上，表现为外资继续增配中国股债资产，2022年 2月北向资金净流入规模比 2020 年 1 月

增长了 60%，2022年 2月境外机构持有中国债券规模比 2020年 1月增长了 20%。 

但 2022 年 3 月中旬以来，奥密克戎变异病毒侵袭中国，在广东、吉林、上海等地相继反弹，而与此同时，海外新冠疫

情显著好转，美国、欧盟、东盟几大主要地区日新增确诊病例数持续下降。中国与海外的疫情防控差异边际逆转，可能

影响到资金流入中国市场的节奏。由于奥密克戎毒株的隐蔽性强、传播速度快，疫情防控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冲击相对更

强。从国内高频数据来看，相关城市出行人次、货运物流均急剧减少，3月中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下降 0.9%，为疫情

以来首次负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急降 3.53%，4 月在上海等地更严厉的管控措施下，中国经济可能进一步受到

拖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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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6 3 月中旬以来中国与海外疫情发展态势逆转 

 

图表7 3 月中国消费和服务业增速均下挫转负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在中国疫情反弹的同时，2 月以来接连出现了俄乌冲突爆发、中概股监管问题、美联储启动快加息等外部冲击，均引发

了外资对中国资产的潜在担忧情绪，导致外资出现撤出。3 月北向资金净流出达 450 亿元，为 2020 年 3月“美元荒”

之后的最大单月净流出规模，4 月截至 21 日北向资金仍为当月净流出；在美债收益率快速上行的过程中，2、3 月份境

外机构减持中国债券达 1650 亿元，是 2018 年以来出现的首度单月大额净减持。 

图表8 2022年 3 月北向资金大幅净流出 

 

图表9 2022 年 2、3月外资减持中国债券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3、美元指数“破百”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更强牵扯 

俄乌冲突爆发之后，美元指数开启新一波上涨。但在 2月底-3月初美元指数的上冲更主要由避险情绪驱动，而 4月以来

的上冲则受到日元快速贬值的推动，美元指数在日元的助推下“破百”。我们拆解去年以来美元开启升值趋势之后，美元

指数上冲时段中各构成货币的贡献可见，3月 30 日到 4月 21日美元指数突破 100 过程中（涨幅 2.86%），欧元的贡献

下降到 1.73%，而日元的贡献则上升到 0.73%，其它货币仅贡献 0.4%。 

而本轮欧元和日元贬值的驱动因素又有所不同：欧元主要在于欧洲经济受到俄乌冲突的影响较大，从 ZEW 的经济现状

指数来看，德国和欧元区均快速滑入负值区间，而美国回落幅度则明显较小。日元主要在于美日利差急升（背后是日本

央行强调仍将以固定利率无限量购买日本国债），导致利差交易资金大规模借日元买美债，造成日元相对美元贬值较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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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0 2021 年美元趋势走升以来，主要上行阶段中各主要货币的贡献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11 俄乌冲突以来，欧洲经济状况加速恶化 

 

图表12 近期美日利差上行大幅快于美欧利差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2015 年“8-11”汇改以来，美元指数在 100 以上运行的时间并不多，此番破百对人民币汇率预期的影响值得关注。在

2021 年 6月之前，人民币汇率与美元指数波动的同步性较高（中美经贸冲突之前相关性更高）；但 2021 年 6月以来，

二者呈现出巨大分化，“美元走强、人民币更强”。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人民币贬值预期事实上也在不断积累，经中美利

差调整的 USDCNY一年期 NDF隐含的升值预期趋势上升，目前已处于 2017 年 3月以来的高位。在此情况下，美元指

数“破百”可能成为触发人民币贬值的一个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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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3 2015 年 8-11汇改以来，美元指数在 100以上运行的时间并不多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14 人民币远期汇率隐含的贬值预期已显著上升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4、汇率在中美货币政策分化中发挥更多调节作用 

2022年以来，中美货币政策的节奏差凸显。2021年美联储行动明显落后于市场，2022年以来美国通胀数据接连“爆表”，

导致美联储加速引导预期追赶市场（从“走在曲线之后”到试图“走在曲线之前”）。3月美联储开启首次加息后，目前 5

月加息 50bp的预期已经打满，且鲍威尔暗示年内不止一次加息 50bp，并最快于 5月开始缩表。而中国面对房地产投资

走弱、消费（尤其是服务消费）疲软问题，政策要求“靠前发力”，央行在 2021 年 12月 15 日全面降准 0.5 个百分点，

2022 年 1月 17 日下调政策利率10bp，4月 25日再全面降准 0.25 个百分点+对地方银行额外多降 0.25个百分点。 

往后看中美货币政策的节奏差还将延续下去。按照目前联邦基金期货隐含的市场预期，年内美联储还将加息 250bp；而

中国货币政策仍将致力于推进“宽信用”，尽管降息可能受到掣肘，但还会通过扩大结构性工具的使用推进宽松。中美货

币政策分化导致中美利差罕见地“倒挂”。截至 4月 21日，中美国债在 2Y到 10Y曲线上均出现倒挂。这对于外资进入

中国市场的节奏势必会造成影响。 

而正如我们此前一直强调的，中国货币政策应该、也能够做到“以我为主”，其中的关键就是让人民币汇率发挥更多调节

内外均衡的作用。人民币汇率从高位适当贬值，作为另一种形式的货币宽松，有助于减轻中美货币政策分化和利差倒挂

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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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5 中美国债利差在 2Y-10Y段均出现倒挂 

 

图表16 中美货币政策节奏差仍将延续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二、 下一步人民币汇率展望 

我们认为，目前上述人民币贬值的触发因素仍在演绎，人民币汇率可能还会震荡调整一段时间。而相比于人民币汇率点

位的走贬，人民币贬值的节奏与幅度更为关键。更加调适的货币宽松节奏，更加积极的跨国监管合作，以及更有针对性

地稳定宏观经济大盘，才是应对人民币汇率贬值过程的重中之重。 

 

首先，人民币汇率在较高水平上的调整，未必是件坏事 

历史上，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指数与中国出口增速之间有较好的反向相关性，反映的就是汇率因素对于出口景气的影响。

2017 年下半年之后，由于海外需求、中美经贸冲突的节奏、以及新冠疫情的影响，这种相关性不再。但 2021年 8月以

来，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已经突破前期历史高点，其持续攀升对出口的负面影响愈发变得不容忽视。2022年，中国出口

可能面临出口市场份额高位回落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需求下降的双重压力，在出口趋于走弱情况下人民币汇率适当贬值，

有助于提振出口市场竞争力。 

人民币汇率作为货币宽松的另一种形式，也有助于缓释企业现金流压力。从 A股上市公司数据来看，人民币汇率大幅升

值和贬值的阶段，均会对企业的现金流产生显著影响。譬如 2019年二、三季度，2018年二、三季度，2015年三季度到

2016 年四季度，人民币汇率显著贬值都对企业现金流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而 2020年二季度以来，由于人民币汇率

持续强势，汇率变动对企业现金流的影响持续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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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7 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已创历史新高 

 

图表18 人民币贬值对企业现金流会产生积极影响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其次，货币政策需注意宽松节奏，避免人民币汇率“超调” 

人民币汇率的点位本身不是最重要的，需要担心的是人民币贬值预期自我强化、引起汇率超调的风险。汇率虽然有理论

上的均衡水平，但在实际运行当中，市场预期的变化时常会导致超调出现。近期，美日利差快速上升下的日元急贬，就

是央行货币宽松节奏失调下的鲜活例子。 

在人民银行过去的货币政策操作中，可以看到其对于人民币汇率贬值的不同情形有不同的应对。2015年“8-11”汇改后，

直到 2016 年底，中国国际收支帐户中的“其它投资”项目一直呈现大额逆差，反映国内大量偿还美元外债等因素导致

资金外流压力较大，中国外汇储备在此期间也从 3.56万亿美元下滑到 3.02万亿。在此期间，人民币汇率尽管没有“破 7”，

但对货币政策是形成了很大掣肘的：人民银行在 2015年 10月 24日“双降（降准降息）”后，仅在 2016年 3月 1日降

准 1次，而未再下调过政策利率，而当时中国经济复苏的基础尚未牢固，“去产能”仍然带来一定下行压力。 

但在此阶段之后，中国“其它投资”项目逆差显著收窄，甚至在一段时间内转为顺差。在 2018 年人民币汇率再度面临

“破 7”时，央行在 2018年 10月 14日降准达 1个百分点，人民币汇率便不再是货币政策的紧约束。甚至在 2019年人

民币汇率已经在 7以上运行时，央行又先后降准两次，共计 1个百分点。 

图表19 人民币汇率是否是货币政策的紧约束，并不主要在于点位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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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资本外流的隐忧再现，货币政策可以、也应该“以我为主”，但需要注意宽松节奏，避免人民币汇率超调。

2020 年二季度以来，中国国际收支顺差虽然趋势走高，但“其他投资”项下的逆差扩大至与 2015-2016 年资本成规模

外流期间相近。可以说，资本外流的担忧始终存在，只不过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账户的顺差扩大，帮助掩盖了这种担忧。

这是我们一直强调的，当前中国货币宽松的更大约束可能不在于通胀，而主要在于人民币汇率。4月 25日央行全面降准

仅 25bp，且未祭出市场期待的降息举措，可能正是与俄乌冲突、美联储紧缩、中概股抛压等背景下，中国面临的资本流

动形势收紧有关。 

 

再次，监管部门应注重维护外资配置人民币资产的节奏 

中国应更加注重与海外监管当局积极沟通，形成规则体制的共识基础，维持外资平稳配置人民币资产的节奏，减少因非

经济因素带来的意外冲击。3月上旬中美两国在中概股审计底稿方面产生监管分歧。3月 8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依据其

《外国公司问责法》（HFCAA），将五家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列入“暂定清单”，即有退市风险的“相关发行人”。这成

为 3月北向资金大额净流出的主要导火索。3月 24日美国公布关税豁免清单范围，4月 2日证监会公布《关于加强境内

企业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相关保密和档案管理工作的规定》的修订稿。基于这些积极变化，3 月下旬以来，境外投资者

的担忧情绪明显减弱，陆股通资金出现重新逢低配置的迹象。后续若能在中概股问题上取得决定性进展，将对外资重新

配置人民币资产的意愿和节奏，因而对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区间的稳定发挥重要作用。 

 

最后，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是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最根本保障 

汇率的本质决定因素还是两国经济前景的相对变化。例如，近期日元急贬固然直接源于美日利差的变化，但一个大背景

还是 2021 年 8 月以来日本出现了持续的贸易逆差（由于日本大宗商品的进口依赖度较高，而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

在 2012年 9月到 2015年 2月日元大幅贬值的过程中，也伴随着日本持续贸易逆差的背景。无独有偶，2021年 8月以

来，欧盟 27 国也是由长期贸易顺差转为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2021 年 1 月贸易逆差达到 368 亿欧元），同期欧元兑美

元加速贬值。 

图表20 日元近期急贬，有着持续贸易逆差的经济背景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中国经济行稳致远是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最根本保障。这包括持续推进“宽信用”，带动经济尽快企稳。目前，社融增速已

触底回升五个月，而历史上看从宽信用到经济企稳约有 2-3 个季度时滞。也包括财政政策的靠前发力：在去年四季度以

来地方专项债持续快速发行的情况下，二季度将加快形成实物工作量；今年规划的 1.5 万亿增值税留抵退税，仅 4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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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就完成了 4202 亿元，减税降费对于企业的支持有望较快见效。因此，我们看好中国经济在二季度完成“筑底”的

可能性，这将是人民币汇率维持稳定的根基。 

近日易纲行长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指出，中国货币政策的首要任务是维护物价稳定，当前的重中之重是确保粮食生产和能

源供应。事实上，2020年 6月以来的人民币汇率走强，就有着中国与美国 CPI同比裂口大幅扩张的背景。在俄乌冲突加

剧全球“滞胀”风险的背景下，若中国能够在保供稳价上取得更大进展，亦将成为人民币汇率的坚强后盾。 

图表21 2020年 6 月以来人民币汇率走强，伴随着美国与中国通胀水平的差值大幅扩张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风险提示：人民币贬值预期出现羊群效应，导致汇率持续大幅贬值；中国疫情反弹持续，导致出口加速下滑；美元指数

因俄乌问题或美联储收紧过猛而进一步大幅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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