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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2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2023年一季度外汇收支情况新闻发布会。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表示，观察和评价我国外债变化，可以
区分宏观、微观两个角度。

从微观层面看，市场主体更加理性，跨境融资调整幅度适度、平稳。近年来，市场
主体能够理性看待利率和汇率的变化，市场主体的预期更加平稳，根据贸易投资的
实际需求合理利用和调整境内外融资，所以相关外债的变动也更加平稳。2020—2
021年期间，美联储量化宽松，美元的融资成本下降。所以，市场主体外部融资需
求适度扩张，跨境存贷款和贸易信贷等传统融资型外债余额年均增长8%，但显著
低于2009年—2013年上一轮美联储量化宽松时期21%的年均增速。2022年，美联
储启动货币紧缩政策。融资型外债余额下降10%，这个降幅明显低于2015年34%
的降幅。今年一季度，融资型外债余额走势进一步趋稳。这些变化说明如果前期没
有过度加杠杆，后期就不会有大幅度地去杠杆，这是从微观主体行为角度来看外债
规模的升与降。

从宏观角度看，中国外债总量是合理的，结构也在不断优化，风险是可控的。第一
，外债规模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相促进。一个国家能够在适度的范围内充分吸收外部
资金支持国内经济发展，是一种比较合意的、良性的外债发展格局。近年来，中国
的外债总体稳定增长，外债余额和GDP的占比始终保持在14%—16%之间的水平。
第二，外债结构持续优化。去年末，中国中长期外债和本币外债的占比分别都达到
了45%，这个水平比2016年末上升7个百分点和11个百分点。我国外债中30%是境
外投资者配置的境内人民币债券，且大部分都具有中长期投资的性质。所以外债偿
付风险总体是比较低的。第三，主要外债指标都在安全线以内，对外资产和负债协
同性增强。去年末，中国的负债率、债务率、偿债率以及短期外债和外汇储备的比
例，这些指标都在国际安全线以内，而且远低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整体水平。
同时，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统计显示，我国是对外净债权国，当前外汇市场主体持
有的境外资产，除了储备以外，接近6万亿美元，其中3.5万亿美元是流动性比较好
的证券、存贷款等资产。在市场机制调节下，对外资产和负债可以在不同市场主体
之间实现再配置，这就为承担外债偿付义务的主体提供了足够的资金支持。

根据微观层面、宏观层面的观察，中国的外债规模合理，未来有望保持稳定发展态
势。下一步，外汇局将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满足市场主
体跨境融资需求，同时也会继续关注外债的安全性问题。（总台央视记者 董彬
梁佳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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