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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达佩斯作为欧亚大陆新兴金融中心 

——布达佩斯人民币倡议会议综述*

纳吉·伊尔迪科，普赫·久尔基，萨博·大卫，萨卡齐·达尼埃尔

2023年5月4日，匈牙利国家银行（MNB）第七次举办布达佩斯人民币
倡议会议，此次会议的主题是“金融互联互通与绿色转型”。匈牙利国家银
行于2015年推出了一系列旨在加强与中国良好关系的活动，此次会议的重点
议题是人民币融资、布达佩斯作为中东欧地区金融中心的作用以及各国央行
的绿色、可持续金融，这些活动吸引了许多国内外专家参与。与会者一致认
为，金融合作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的催化剂之一，在中国提出的“一带
一路”倡议框架下日益凸显。该活动还证实，各国央行可以在确保绿色转型
的稳定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通过稳定价格和鼓励绿色投资，有助于稳定能
源安全和供应链。

匈牙利因其地理位置，在中东欧地区东西方关系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
位。凭借发达的基础设施、良好的营商环境和稳定的政治经济形势，该国可
以发展成为连接两大洲的商业和金融中心，为提高中东欧地区的竞争力做出
贡献。近年来，匈牙利和该地区认识到该地区和国家的内在潜力，已成为包
括中国在内的越来越多亚洲国家的热门投资目的地。

匈牙利国家银行一方面支持匈牙利与中国日益密切的经济金融关系，
另一方面加强布达佩斯的区域作用，于2015年3月推出“人民币计划”，支
持中国货币国际化。跨国银行的人民币计划以四大支柱为基础，其中部分
外汇储备投资于人民币，为了预防和管理可能出现的流动性问题，与中国人
民银行保持互换协议，有助于发展人民币支付基础设施的建设，并支持其完
成金融稳定和监管任务、人民币的使用以及中资银行的跨境活动。同年，匈
牙利中央银行货币委员会决定登陆中国债券市场，作为该倡议的进展之一。

在该计划启动的同时，匈牙利国家银行还发起了布达佩斯人民币倡议会
议，其目的是加强与中国人民银行建立的关系，鼓励就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
性和影响展开对话。该倡议的明显目的是参与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为
匈中国际经济关系的发展做出贡献，并加强匈牙利在中国与中欧关系中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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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匈牙利国家银行此举的主要目的是扩大国内投资和融资来源的范围，并
鼓励跨境经济活动的增长。沿着这一思路，2023年第七次召开的布达佩斯人
民币倡议会议重点讨论了在匈牙利运营的中资银行的情况和愿景、人民币国
际化以及央行日益重要的绿色金融任务。

会议由匈牙利国家银行负责国际关系、现金物流、金融基础设施、数字
化和信贷推广的副行长鲍陶伊·米哈伊（Patai Mihály）主持开幕。他强调，
由于出色的危机管理，中国经济迅速从疫情造成的衰退中恢复过来。中国人
民银行的各种工具成功抵消了疫情的负面影响，从而有助于稳定国内外人民
币市场。他还指出，中国在当今大趋势的许多方面都处于前沿。其中包括央
行数字货币的发展，这无疑可以重塑我们之前对于货币和央行的思维，同时
他也强调了发展绿色金融的重要性。鲍陶伊副行长还谈到了匈牙利和中国金
融体系日益密切的联系，以及两国央行为确保金融稳定而进行的合作。通过
匈牙利和中国的合作，中国金融机构落户匈牙利并带来金融创新，使布达佩
斯成为中东欧地区新兴的金融中心。

随后，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临时代办杨超讲话。他在致辞中首先赞扬了
本次会议的重要性，认为本次会议对匈中两国金融关系的发展起到了引领作
用。杨超认为，在当今快速变化和不确定的世界中，人民币国际化可能尤为
重要，因为不同货币的多元化可以确保国际支付的稳定并减少对一个个国的
家依赖。中国人民银行已与40多个国家签署了互换协议，并在2022年给予29
个国家的31家清算银行加入人民币结算的机会。他补充说，到2022年，跨境
人民币支付规模将超过42万亿元人民币（约合6.05万亿美元）。此外，2023
年3月，人民币首次成为中国支付领域的第一大货币，美元成为第二位。他
指出，中国经济金融的稳定可以进一步增强人们对人民币的信心，因为一
些国家利用其货币霸权，在国际金融中产生了很强的依赖关系，特别是对发
展中国家。杨超在致辞中还提到，中国始终致力于世界共同发展与和平，并
重点介绍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三项全球倡议，为解决全球问题提供
了中国方案。这三项倡议分别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
议。中匈两国有着相互尊重和共同利益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他认为，疫情
期间两国的关系更加密切。

会议上的下一位演讲嘉宾是中国银行（欧洲）有限公司董事长徐辰。他
在演讲中提到了供应链碎片化、通货膨胀、气候变化风险、俄乌冲突等全球
性重大的问题，所有这些都导致了国际社会的碎片化和区域化。为了避免这
种情况，合作可能是关键，而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需要一个更加平衡
和多元化的全球金融体系。他表示，美元在全球的使用已经成为破坏全球金
融体系可信性和稳定性的一种武器。他解释说，与欧元类似，人民币的国际
使用可以显著降低上述风险。此外，他指出，越来越多的国家倾向于以人民
币结算与中国相关的交易。而同时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却仍明显落后于美元
和欧元。

开幕式最后一位发言的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他表示，世界经
济的重心正在东移，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他在演讲中
强调了中国的经济实力，这证明并鼓励人民币在全球的使用。他认为，中国
领导人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开展的互联互通和金融合作既鼓励了人
民币的广泛使用，同时也使人民币的更广泛使用成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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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达佩斯作为中东欧地区的金融中心——人民币融资与匈牙利的

中资银行 

会议第一个分组讨论与中国银行匈牙利分行合作，重点关注布达佩斯作
为中东欧地区新兴金融中心，探讨了在匈牙利的情形中进行人民币融资的可
能性以及中资银行的作用范围。会议分组讨论了中东欧地区为中国企业带来
的商机，并深入了解了全球最大金融机构的国内和区域活动。

作为议题分组讨论的介绍，总部位于布达佩斯的中国银行（中东欧）有
限公司首席执总裁李可欣发表了演讲，他称赞匈牙利良好的营商环境吸引了
越来越多的中国金融机构和公司到国家。他介绍了布达佩斯中国银行的运作
情况及其作为该地区第一家清算银行在人民币国际化中的作用，以及中东欧
地区在这些进程中的重要性。

李可欣发言后进行了主持人下的分组讨论。这一小组的主持人是沃道
格·拉斯洛（Vastag László），他是负责金融市场组织审慎和消费者保护监
管的总局局长。中国建设银行（欧洲）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湛青、中国工商
银行（欧洲）有限公司卢森堡分行总经理助理赵小伟、国家开发银行布达佩
斯代表处首席代表房瑞雪参加了小组讨论。陈湛青表示，一个国家想要成为
区域中心，或者在两个区域合作中发挥枢纽作用，其地理位置、监管和营商
环境以及与伙伴国相似的政治态度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房瑞雪以香港为例，
香港凭借东西方的中介作用，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果。

随后，赵小伟提到了在欧洲开展业务的中国商业银行与人民币国际化
的关系，这也是中国与欧洲之间的一座桥梁。他表示，中资银行在该地区
的宗旨是一方面支持中国客户，另一方面发展两地区之间的关系。关于国际
角色，房瑞雪表示，与商业银行不同，国家开发银行作为开发银行，为基础
设施和农村发展项目提供中长期金融支持，支持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在
讨论最后，关于监管环境和监管，中方发言人一致认为，中国和匈牙利央行
之间的合作，特别是数字技术方面的合作，可以为解决监管障碍做出巨大贡
献。

可持续金融、绿色金融和央行的可能性 

第二个小组讨论了可持续金融、绿色金融和中央银行的可能性。与会者
讨论了环境可持续的金融转型，以及央行在进一步发展绿色融资工具市场中
发挥的关键作用。 

作为小组的主讲人，匈牙利国家银行负责央行工具、金融稳定和外汇储
备管理的总局局长鲍瑙伊·阿达姆（Banai Ádám）介绍了匈牙利国家银行的
绿色使命以及绿色货币政策工具包和战略。他在讲话中强调，跨国银行不仅
在货币政策、储备管理、宏观审慎和金融监管等领域应用绿色工具包，而且
还努力减少自身运营产生的排放。鲍瑙伊在演讲中介绍了绿色家园计划、绿
色抵押贷款购买计划，并解释了抵押品管理的可持续发展方向。他强调，大
约10%的抵押贷款组合由绿色债券组成。他强调，跨国银行年度气候相关财
务披露工作组（TCFD）报告受到了市场的积极响应。该报告涵盖了匈牙利国
家银行98%的业务，因此可以被认为是极其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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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组讨论开始时，担任主持人的匈牙利国家银行j工具包、外汇储备
和风险管理局局长科洛日·帕尔·彼得（Kolozsi Pál Péter）强调，世界经济
重心正在向亚洲转移，因此亚洲大陆也可以作为可持续解决方案的指南。
他补充说，气候变化已经发生，因此有必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适应和实
施工具。此外，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学教授胡永泰（Wing Thye Woo）
表示，目前观察到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主要是由于疫情造成的生产损失。
此外，大多数政府都将可用于气候变化的资金用于应对疫情。他强调，气候
变化只是可持续发展的一方面，但经济活力和经济稳定性也不能忽视，因为
它会导致通货膨胀加剧。

接下来，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张蓓发言，她表示同意鲍瑙伊·
阿达姆的观点，即目前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实现可持续性的公式，不同领
域所做工作的总和将决定成功的程度。他表示，中国人民银行目前正在致力
于制定绿色金融标准，不仅支持环境信息共享，还为金融机构创建绿色金融
评价体系，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结构性政策工具，以及气候变化风险分析和
测试。他强调，到2022年末，我国金融体系绿色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重达到
10%，比2018年增长4.4%。

法兰西银行经济研究员阿兰·纳夫（Alain Naef）表示，对中国人民银
行2018年推出的绿色措施的审查也很重要，因为它清楚地说明了措施对绿色
债券的影响机制。他补充说，到目前为止，中国和欧洲只制定了相关的分类
标准，但其弱点在于，由于能源结构的特殊性，清洁煤炭和天然气仍然是其
中的一部分。

随后，胡永泰教授表示，尽管欧洲和中国正在努力实现净零排放目标，
但它们的成功并不足以阻止这一进程，因为发展中国家也必须实现这一目
标，但他们无法独自做到这一点。作为提议的解决方案，他建议如果中国向
他们提供更多的人民币支持，不仅有助于绿色目标的实现，也极大地支持人
民币国际化。胡教授在演讲中还强调，只有私营部门的参与才能取得真正的
成功，但需要一个领导国家，通过扩大开发银行的投资组合来创造为目标融
资的机会。可能如何的就是中国，随着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成
立，中国已经在这一领域指明了方向。

小组讨论结束后，鲍陶伊·米哈伊副行长回顾了各讨论者的发言。 
他表示，中国作为供应商副行长和市场，已成长为全球贸易的主要参与者，
到2010年代中期，中国已成为全球贸易的主要参与者。世界第一大贸易国，
拥有近40个国家的最大出口目的地和约70个国家的最大进口来源地。这种转
变从金融角度也很明显：虽然美元继续主导全球贸易，但以人民币计价的贸
易比例在过去十年中增加了近五倍。此外，他还强调，近年来人民币在各国
央行国际外汇储备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投资人民币资产的央行数量
也在不断增加。会议由鲍陶伊·米哈伊副行长宣布结束。

会议全程可在以下网址查看：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eI 
bxMKq7I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eIbxMKq7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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