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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民生

新华社北京 8 月 5 日电(记者赵晓辉、李延霞、有之
炘、刘开雄)5 日，人民币兑美元离岸和在岸汇率先后突
破“7”的整数关口，引发市场高度关注。人民币汇率缘何
“破 7”？如何看待“破 7”影响？未来走势怎样？该如何应
对？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外部风险变化致人民币“破 7”

5 日上午 9 点 16 分，离岸人民币兑美元一举达到
7 . 0315，随后在 9 点 40 分左右突破 7 . 1。此后，在岸人
民币兑美元开盘后迅速“破 7”。当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
价报 6 . 9225，下调 229 个基点。

“受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及对中国加征关
税预期等影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所贬值，突破了 7
元，但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继续保持稳定和强势，这是市
场供求和国际汇市波动的反映。”针对人民币“破 7”的原
因，中国人民银行第一时间公开表态。

专家认为，在外部风险出现较大变化背景下，人民币
汇率市场情绪出现一定波动是正常现象。

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上周受美联储降息
等消息面影响，国际金融市场剧烈波动，美元指数冲高回
落，在岸和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均突破“7”关口，是市
场情绪变化的反映。

在不少市场人士看来，人民币“破 7”是市场力量驱
动的结果，也体现出当前人民币汇率更具弹性。

“近期，央行密集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公开表态，可以
视为对金融市场进行的预期管理。‘7’的整数位并非‘红
线’，打破整数价位的禁忌，更应视为人民币汇率弹性提
升的必然结果。”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谢亚轩表示。

人民币“破 7”实际影响有限

长期以来，人民币是否要“保 7”一直是业内关注的
话题。事实上，2015 年“8·11”汇改至今，人民币汇率“破
7”的压力曾几番来袭。专家表示，“破 7”的象征意义大于
实际意义，心理影响大于实际影响。

“人民币汇率‘破 7’，这个‘7’不是年龄，过去就回不
来了，也不是堤坝，一旦被冲破大水就会一泻千里；‘7’更
像水库的水位，丰水期的时候高一些，到了枯水期的时
候又会降下来，有涨有落，都是正常的。”人民银行有关
负责人表示。

中国实施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
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作为货币之间的比
价，汇率波动是常态，有了波动，价格机制才能发挥资源
配置和自动调节的作用。”该负责人表示。

“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日益完善和市场化程度
的提高，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也会增强，对于是否‘破 7’无
需过度关注。”温彬表示。

谢亚轩认为，从近期央行多次在离岸市场发行央票
等措施来看，央行的操作目标仍然从逆周期宏观审慎的
角度维护人民币有效汇率的基本稳定。人民币汇率有弹
性，有韧性，是中国经济在外部冲击面前具备更强韧性
的前提条件。

人民币汇率的变动牵动着外贸企业的神经。东方国
际集团、上海申航进出口有限公司等多家进出口企业向
记者表示，人民币汇率贬值对于出口有一定利好，但是对
于进口不利，对企业而言，稳定的汇率才是最重要的。

“‘破 7’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将处于可控状态，不会改
变外资流入我国债市、股市的整体趋势。”平安证券首席
经济学家张明说。

人民币不具备持续大幅贬值基础

“破 7”之后，人民币汇率怎么走？
说到底，人民币汇率走势，长期取决于基本面。在很

多市场人士看来，中国经济正是人民币长期稳定的定海
神针。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由于中国经济整
体运行平稳，经济增长的潜力将逐步发挥出来，这对于支
撑汇率的基本稳定会发挥积极作用。

进入 2019 年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但经济增长放缓是全球性的普遍问题，而非中国特例。

如果横向比较，中国经济在全球主要国家中仍有明显优
势，横向优势保证了人民币没有大跌的基础。”嘉盛集团
外汇分析师黄俊说。

除此之外，近年来在应对汇率波动过程中，人民银行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政策工具，这也让市场对人民币汇
率的未来充满信心。

“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仍是
监管层的核心政策目标，且当前央行政策工具箱丰富，
综合考虑未来一段时期人民币并不存在持续大幅贬值
基础。”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

“人民银行有经验、有信心、有能力保持人民币汇率在
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将
继续创新和丰富调控工具箱，针对外汇市场可能出现的正
反馈行为，要采取必要的、有针对性的措施，坚决打击短期
投机炒作，维护外汇市场平稳运行，稳定市场预期。

“以我为主”推进改革开放不动摇

在多位市场观察人士看来，今年以来，尽管外部形势
风云变幻，但国内经济金融政策取向坚持“以我为主”，稳
步推进改革开放，凸显了战略定力。

近日，美联储下调利率，全球货币政策进入宽松轨
道，但中国央行并未立即跟进下调利率。“预计未来一段
时期央行将主要依据国内宏观经济走势，综合考虑内、
外部平衡，展开货币政策预调微调操作。”王青认为。

人民银行在 5 日的回应中亦显示出了大国政策定力
与自信。“中国是主要经济体中唯一的货币政策保持常态
的国家，人民币资产的估值仍然偏低，稳定性相应更强，
中国有望成为全球资金的‘洼地’。”

无论是一国货币还是一国金融市场走势，最根本的
决定因素在于基本面。应对外界风雨，最关键之处在于按
照自己的节奏，做好自己的事。

“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外汇管理要坚持改
革开放，进一步提升跨境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更好地服
务实体经济，‘破 7’后这一政策取向不会变。”人民银行
有关负责人表示。

人民币汇率缘何“破 7”，影响几何
正常波动影响有限，保持稳定底气充足

“7”像水库水位，涨落都是正常的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谈人民币汇率“破 7”

新华社北京 8 月 5 日电(记者李延霞)8 月 5 日，中
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就人民币汇率相关问题回答了记
者提问。

记者：人民币汇率为何“破 7”？
答：受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及对中国加征

关税预期等影响，5 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所贬值，突破
了 7 元，但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继续保持稳定和强势，这
是市场供求和国际汇市波动的反映。

中国实施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
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市场供求在汇率形
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是由这一机制
决定的，这是浮动汇率制度的应有之义。从全球市场角
度观察，作为货币之间的比价，汇率波动也是常态，有了
波动，价格机制才能发挥资源配置和自动调节的作用。
如果回顾过去 20 年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会发现人民币
对美元既有过 8 块多的时候，也有过 7 块多和 6 块多的
时候，现在人民币汇率又回到 7 块钱以上。需要说明的
是，人民币汇率“破 7”，这个“7”不是年龄，过去就回不
来了，也不是堤坝，一旦被冲破大水就会一泻千里；“7”
更像水库的水位，丰水期的时候高一些，到了枯水期的
时候又会降下来，有涨有落，都是正常的。

尽管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有所贬值，但从历史上看，
人民币总体是升值的。过去 20 年国际清算银行计算的
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都升值了 30% 左
右，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了 20% ，是国际主要货币
中最强势的货币。今年以来，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
仍保持着稳定地位，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是走强的，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升值了 0 . 3% 。 2019 年初至 8
月 2 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贬值 0 . 53% ，小于同
期韩元、阿根廷比索、土耳其里拉等新兴市场货币对美
元汇率的跌幅，是新兴市场货币中较为稳定的货币，而

且强于欧元、英镑等储备货币。
记者：人民币汇率“破 7”后走势会如何？
答：人民币汇率走势，长期取决于基本面，短期

内市场供求和美元走势也会产生较大影响。市场化的
汇率形成机制有利于发挥价格杠杆调节供求平衡的作
用，在宏观上起到调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
器”的功能。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制造业门类齐全，
产业体系较为完善，出口部门竞争力强，进口依存度
适中，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国际收支有很强的调节
作用，外汇市场自身会找到均衡。

从宏观层面看，当前中国经济基本面良好，经济
结构调整取得积极成效，增长韧性较强，宏观杠杆率
保持基本稳定，财政状况稳健，金融风险总体可控，国
际收支稳定，跨境资本流动大体平衡，外汇储备充足，
这些都为人民币汇率提供了根本支撑。特别是在目前
美欧等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宽松的背景下，中国
是主要经济体中唯一的货币政策保持常态的国家，人
民币资产的估值仍然偏低，稳定性相应更强，中国有
望成为全球资金的“洼地”。

近年来在应对汇率波动过程中，人民银行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和政策工具，并将继续创新和丰富调控工
具箱，针对外汇市场可能出现的正反馈行为，要采取
必要的、有针对性的措施，坚决打击短期投机炒作，
维护外汇市场平稳运行，稳定市场预期。人民银行有
经验、有信心、有能力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
平上基本稳定。

记者：人民币汇率“破 7”对企业和居民有何影响？
答：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外汇管理要坚持

改革开放，进一步提升跨境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更好地
服务实体经济，“破 7”后这一政策取向不会变。

对普通老百姓而言，过去 20 多年，人民币对美元
和一篮子货币升的时候多、贬的时候少，中国的老百姓
主要金融资产在人民币上，受到最好的保护，其对外的
购买力稳步攀升，这些均能从老百姓出国旅游、境外购
物、子女海外上学中反映出来。

企业也是如此。我们不希望企业过多暴露在汇率
风险中，支持企业购买汇率避险产品规避汇率风险。同
时也要看到，目前人民币汇率既可能贬值，也可能升
值，双向浮动是常态，不仅是企业，即便更为专业的金
融机构也难以预测汇率的走势。

因此我们建议，要专注于实体业务，不要将精力过
多用在判断或投机汇率趋势上，要树立“风险中性”的
财务理念，叙做外汇衍生品应以锁定外汇成本、降低生
产经营的不确定性、实现主营业务盈利为目的，而不应
以外汇衍生品交易本身盈利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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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5 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
离岸和在岸价格均突破“7”这一整
数关口。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近十二
年来首次突破“7”，这是人民币汇
率双向波动更有弹性的表现。宏观
经济及外汇市场运行等各方面情况
表明，我国有能力保持汇率的稳定。

汇率作为货币之间的比价，是
市场供需博弈的结果。市场化形成
的汇率必然有波动，正因如此，汇率
的价格机制才能发挥资源配置和自
动调节的作用，成为市场的“晴雨表”

和“信号灯”。

过去十几年间，我国积极推动
汇率市场化改革，形成了以市场供
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
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市场供
求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由此而言，“7”这样一个整数点位
不应该被视为“禁区”，而更应该视
为早晚要打破和丢掉的“枷锁”。

应当看到，自 2018 年下半年以
来，受外部环境影响，人民币贬值预
期加大。此番人民币汇率突破“7”，
受到外部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
措施及对中国加征关税预期等影
响，也是市场供求和国际汇市波动
的真实反映。

人民币汇率破“7”并不可怕，
我们完全有基础、有信心、有能力保
持外汇市场稳定运行，保持人民币
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
定。

首先，我国经济增长保持稳定，
经济增长的韧性和可持续性将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
我国经济同比增长 6 . 3% ，经济运行始终在合理区间。其
次，截至今年 6 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 31192 亿美元，
外汇储备规模居全球第一位，而且各项外债指标均在国际
公认安全线以内，能够有效应对来自国际市场的冲击。第
三，我国积极落实全方位对外开放举措，在经济结构调整
中迸发出新的前行动力，宏观杠杆率保持基本稳定，财政
状况稳健，金融风险总体可控。

正如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
胜所言，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运行平稳，境外资本流入
增多，外汇储备稳中有升，外汇市场预期总体稳定。“经济
金融稳健运行，为外汇市场和人民币汇率保持合理稳定提
供有力支撑。” (记者刘开雄)

新华社北京 8 月 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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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 月 5 日电(记者任峰)炎炎夏日，北京
市大兴区刘田路一侧机器轰鸣，一片繁忙景象。施工挡板
上“高水准服务保障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通航”“打造京津
冀协同发展新高地”等标语不断映入眼帘。随着北京大兴
国际机场通航期的临近，服务机场通航的多项重点工程
也进入收尾阶段。

据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崔小浩介绍，按照规划，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配套交通将打造“五纵两横”的骨干交
通网络，分别是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高速公路、轨道交通新
机场线、京台高速(北京段)、京开高速(北京段)、京雄城
际铁路(北京段)、城际铁路联络线、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北
线高速。

除已经完工的京台高速(北京段)、京开高速(北京
段)拓宽项目等工程外，其他项目正在有条不紊推进。轨
道交通新机场线一期工程计划 2019 年 9 月建成通车，届
时从草桥站到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最快仅需 19 分钟。北京
大兴国际机场高速公路、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北线高速也
计划于 2019 年 9 月建成投用。

“‘五纵两横’将进一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交通一
体化，完善京津冀都市圈路网系统，支撑北京城市副中心
与雄安新区连接，提升新机场服务水平，进一步推动京津
冀协同发展和非首都功能疏解。”崔小浩说。

与交通网一并推进建设的还有“绿网”。北京市发展
改革委今年发布了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高速绿色通道(三

线并廊)建设工程、大兴区 2019 年机场高速绿色通道建
设工程等 2 个专项建设任务。

其中，三线并廊工程位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高速与
京雄城际铁路、轨道交通新机场线三条交通干线并行段
的夹缝空间，全长约 17 公里；大兴区 2019 年机场高速绿
色通道建设工程位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高速公路外侧，
全长约 29 公里。

记者在北京市大兴区走访发现，大部分绿化工程已
经完工。据北京市大兴区园林绿化局平原造林办公室副
主任任建峰介绍，今年大兴区计划完成造林 3 . 28 万亩，
新造林将与此前的造林地块连绵成片，形成“穿过森林去
机场”的大绿大美景观。

“五纵两横”交通网，让京津冀更“亲近”

（上接 1 版）党的十八大以来，青海提出以生态文明理念协调推进经济
社会发展，制定生态立省战略，建设生态文明先行区，确立生态保护优先理
念，率先在全国实施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2013 年 12 月，青海省实施了《青海省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总体方案》，成
为全国第一个出台生态文明建设“总设计图”和“总施工图”的省份；2016 年，
我国首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在三江源地区设立，三江源国家公园总面积
12 . 31 万平方公里，占三江源面积的 31 . 16%；2018 年 1 月，国家发改委公布

《三江源国家公园总体规划》，明确至 2020 年正式设立三江源国家公园。
截至目前，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累计投入超过 180 亿元。
如今，青海生态文明建设的“四梁八柱”逐步筑牢，生态环保领域法治建

设快马加鞭，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
从顶层设计到全面部署，从最严格的制度到更严厉的法治，生态文明

建设扎实有序推进，600 万青海儿女深刻认识到：保护好三江源，保护好“中
华水塔”，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是使命，更是己任。

再现“千湖美景” 共建青藏高原秀美山川

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三江源腹地的玛可河林区始建于 1965
年，这里平均海拔 3600 米，是青海省长江流域大渡河源头面积最大、分布
最集中、海拔最高的一片天然原始林区，林区总面积 152 . 7 万亩，也是青海
西南部重要的高原生物基因库。

玛可河林业局局长薛长福说，玛可河林区为全国 136 家重点县级森工
企业之一，当年生产商品材总量达 70 余万立方米，为青海当时的经济建设
作出了积极贡献。

老一辈伐木工清晰记得，20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该林区每年采
伐量超过 1 万立方米，很多木材出售到青海省会西宁和四川等地。

1998 年停止采伐后，该林区在全省率先启动天然林资源保护试点工
程建设。2006 年，玛可河林业局由森工企业转为事业单位，并在全国首个全
面完成国有林场转制改革任务。

“十三五”以来，玛可河林区森林蓄积量由 410 万立方米提高到 483 万
立方米，林区森林覆盖率由森工生产时期的 52 . 6% 增加到 69 . 58%。

玛可河林区的变化是青海重视国土绿化和生态变迁的缩影。70 年来，
青海生态持续好转，草原、森林、湿地、冰川、河湖、荒漠等生态功能和自然
生态系统稳定性全面提升。

数据显示，1949 年青海省森林覆盖率仅为 0 . 29%，2018 年青海完成营
造林 406 万亩，新创建 3 个森林城镇、5 个森林乡村、5 个全国生态文化村，
建设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 1 . 29 万亩，封禁保护沙化土地 34 . 65 万亩。

从青海东部湟水谷地到西部柴达木戈壁，从北部祁连山麓到南部雪域
江源，国土绿化等行动不断提速。荒山披上了绿装，沙地变成了绿洲，绿色
给古老的高原带来生机。

———“中华水塔”丰盈充沛。从果洛州玛多县城出发，沿 214 国道向玉树
三江源腹地行驶，便可看见星罗棋布的湖泊和沼泽。放眼望去，绵延的草原
上，金光闪闪的湖泊如星辰散落大地，让人目不暇接，三江源头重现千湖美
景。作为三江源头，青海每年向下游输送约 600 亿方源头活水，惠及全国 20
个省区和缅甸等澜(沧江)湄(公河)流域 5 个国家。

——— 环境质量持续改善。青海湿地面积跃居全国首位。15 年来，青海湖
增加的面积相当于 56 个西湖，主要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83 . 4%，全省涵盖水面、湿地、林草的蓝绿空间占比超过 70%。

——— 野生动物数量增长。藏羚羊、普氏原羚种群数量比保护初期增长 2
倍以上，生物多样性逐步恢复。藏野驴、雪豹、白唇鹿等濒危动物种群数量
恢复性增长，青海湖裸鲤资源蕴藏量比 2002 年增长 34 倍。

目前，青海正开展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示范省建设，
探索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有效经验。

同护绿色江源 筑牢清水东流生态屏障

夏日的玉树草原天气多变，牧民永塔骑着马，戴着印有“三江源国家公
园生态管护员”字样的红色袖章进行草原巡护，风雨无阻。

永塔家住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昂赛乡，杂多县平均海拔超过
4000 米，地处澜沧江源头，目前被纳入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

“过去我只看看家里的牧草长势，以及牛羊壮不壮。现在草场被网格化
划分，在我负责的区域里，这里的山水林田湖草和野生动物都是我日常巡
护的对象。”永塔说。

经过政府多年生态治理，目前三江源草地退化趋势得以遏制，水资源
量、草地覆盖面积持续增加，雪豹等野生动物也经常在永塔家乡出没。

“青海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及生态资产评估”项目成果显示，全省生态资产
总价值为 18.39万亿元，其中，三江源区生态资产价值 12.66万亿元，占 68.9%。

保护好生态就是最大的民生。截至 2017 年底，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
已设置生态公益岗位超过 1 万个，户均年收入增加 21600 元。他们一半以
上是当地建档立卡贫困户。

看到变化的，还有来自可可西里的巡山队员龙周才加。2 年前，在第 41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位于三江源长江源园区的可可西里获准列入《世界遗
产名录》，成为中国面积最大的世界自然遗产地。

保护好可可西里这片净土是青海向世界的庄严承诺。
2 年过去，龙周才加和队员们巡山的道路不再孤单，更多人参与到可

可西里生态保护的行列。
19 岁的袁毅恒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学生，今年 7 月 28 日，他和同

行者一起来到可可西里索南达杰保护站做志愿者。
“可可西里是无人区，看到还有这么多巡山队员坚守在这里让我们感动，

我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向世界展示中国为保护生态所付出的努力。”袁毅恒说。
70 年弹指一挥间，沧海变桑田，但不变的是高原人民“像保护眼睛一样

保护大美江源”的初心。
如今，生态文明已成为青海干部群众共同的价值追求，各族群众用绿

色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水、绿色消费的实际行动，奏响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的绚丽乐章。

“从三江源一期工程启动，二期工程有序推进，又到三江源国家公园体
制试点启动实施，青海在生态保护建设中走过了不平凡的岁月，以三江源
生态保护为标志的青海生态文明建设必将实现历史性大跨越。”青海省林草
局局长李晓南说。

青海省委主要负责人指出，经过长期不懈努力，青海生态文明建设成效
逐步显现，森林生态系统功能不断提高，草原生态系统功能有效恢复，湿地生
态系统面积明显增加，荒漠生态系统面积持续缩减，生物多样性得到保护，环
境质量全面改善，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和确保
“一江清水向东流”作出了青海贡献。 新华社西宁 8 月 5 日电

▲ 10 岁的扎西东智在家中的牛圈内追逐一只小牦牛，准备带它去牛
妈妈跟前吃奶(7 月 31 日摄)。扎西东智是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沙
柳河镇寄宿制学校的一名学生。每年夏天，扎西东智和弟弟、妹妹都会返回
位于沙柳河镇果洛藏贡麻村智和美沟的家中度过暑假。智和美草原的夏天
是最美丽的季节，小朋友们在这里帮助家人放牧干活，闲暇时间追逐鼠兔，
和牦牛赛跑。 新华社记者张宏祥摄

青海：求索三江源绿色发展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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