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G20 将如何影响百度钱包 

本刊编辑部 

毋庸置疑，举办 G20 峰会对中国的好处非常巨大。但很多人觉得 G20 似乎离我们普通人太远，就算对经济有影响，那好像

更多的是在宏观层面。其实这些看似“高大上”的议题，与每个中国人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下面我们来盘点 G20 峰会期间作

出的相关决策将为中国百姓带来哪些值得期待的实惠？G20峰会成果将如何影响百姓的钱袋子？ 

人民币纳入 SOR：人民币更“好用” 

杭州 G20峰会中的一个重要讨论内容就是扩大 SDR使用，人民币纳入 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的决议正式生效，成

为 SDR 篮子内第三大货币。人民币加入 SDR 货币篮子有助于增强 SDR 的代表性，有助于完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对于中国和世

界是双赢的结果。在老百姓感知的层面，人民币加入 SDR货币篮子对于我们的钱袋子有哪些影响？ 

可能减轻中国人“钱袋子”缩水压力。纳入 SDR 货币篮子的货币通常被视为避险货币，人民币“入篮”后，将增加公私部

门对人民币的需求。这样，市场预期就有了：人民币“入篮”未必会马上引起资产配置的巨大变化，却会增强市场对人民币的

信心。在美元升值预期增强背景下，“入篮”利于稳定人民币汇率，减轻贬值压力。而这显然利多人民币资产，减轻中国人对钱

袋缩水的担忧。 

旅游、留学、海淘或将更加便利。从中长期看，人民币“入篮”将加速人民币资本市场国际化，进而推动人民币在更大范

围成为结算货币，并最终成长为国际储备货币。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说，长期来看，持有人民币的中国消费者出境旅游、

购物和投资将更便捷。换句话说，中国人今后或许可以在更多国家，直接用人民币在境外消费，增加交易便利度，规避汇率风

险。 

跨境投资可能更容易。人民币“入篮”可能促进中国加速推进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倒逼资本和金融账户加速开放，这可能

有利于中国老百姓在全球范围进行资产配置和交易。 

另外，伴随配套的渠道建设，中国人今后拿人民币在海外炒股，购债，买保险，投资房产会更加方便。伴随国内外双向资

金流动更加便利，即便您不直接投资海外，也可通过购买理财产品，简介配置海外资产。 

贸易便利化：进口产品更多价格更便宜 

近年来，中国在推进贸易便利化方面步子迈得很大，四大自贸区蓬勃发展，与国际金融接轨。此次 G20 杭州峰会，中国更

是积极推动将贸易与投资摆上 G20的议题。中国坚持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如何影响百姓生活？ 

百姓消费：商品价格更实在选择余地更大。贸易便利化提升后，给咱老百姓消费带来的好处将会很直接。比如，进口商品、

旅游、医疗等商品服务，不仪价格更实在，而且可选择的余地也更大。 

创业就业：就业质量高有望拿到“国际工资”。自贸区致力于营造国际化、法治化、市场化的营商环境，必然会对高层次的

人才产生不小的需求，特别是在金融、物流和 IT等领域，许多人学毕业生以及专业人才将有机会不出国门，就拿到远超同行业

水平的“国际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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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理财：个人可投资港股、美股。想要更高的存款利率，想要更舒心、更放心的金融服务，想直接进军美股„„贸易便

利化以后，得到这些不再困难。随着自贸区政策渐趋明朗，老百姓将能够获得更多与国际接轨的理财产品、更多的海外投资机

会、更好的投资理财服务。与此同时，随着更多国外的银行进入自贸区与本地银行竞争，百姓还可以有更多的理财选择。 

娱乐体闲：明星“大腕”离我们越来越近。中国坚持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改革举措，努

力提高对外开放程度。按照规定，自贸区允许设立外商独资的娱乐场所，允许设立外商独资演出经纪机构。这可是外资文化巨

头眼中的“香悖悖”！以上海自贸区为例，在去年美国倪德伦环球娱乐公司入驻自贸区后，外资演艺公司纷至沓来。 

科技数码：游戏机不再只能玩水货。如果你是个游戏迷，恭喜你，通过正规渠道拥有“行货版”的游戏机再也不是梦。贸

易便利化提升后，按照规定，自贸区允许外资企业从事游戏游艺设备的生产和销售。这意味着，国内巨大的游戏娱乐市场正逐

步开放，更多的海外游戏产品可以通过正规渠道拿到手中。 

普惠金融扶贫助微：金融服务更有实惠 

国务院印发的《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一 2020年）》，首次树立了普惠金融的国家战略。普惠金融也是今年 G20峰会

的重要议题。做好微小、确切而有幸福感的金融，有利于每个人、每个小企业实现自己的梦想。普惠金融到底是什么？它将如

何惠及我们寻常百姓的生活？国家将会有哪些监管、财政、税收等政策支持？ 

普惠金融立足于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发展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

有效的金融服务。普惠金融的重点服务对象是小微企业、偏远地区居民、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囚人群、残疾人、老年人

等。它主要目标是有效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和满意度明显增强人民群众对金融服务的获得感。到 2020年，我国要建

立与全而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的普惠金融服务和保障体系，特别是要让重点服务对象及时获取价格合理、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 

普惠金融如何“惠”及寻常百姓家 

《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一 2020年)》提出，妓励大型银行加快建设小微企业专营机构；要基本实现乡乡有机构，村

村有服务，乡镇一级基本实现银行物理网点和保险服务全覆盖；鼓励银行机构和非银行支付机构面向农村地区，提供安全、可

靠的网上支付、手机支付等服务；支持有关银行机构在乡村布放 POS机、自动柜员机等各类机具等。 

有哪些监管和财税政策支持 

完善货币信贷政策。积极运用差别化存款准备金等货币政策土具，进一步增强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支持力度，引导

金融机构扩大涉农、小微企业信贷投放。 

健全金融监管差异化激励机制 

推进小微企业专营机构和网点建设。有序升展小微和“三农”专项金融债的申报和发行土作。推进落实有关提升小微和“三

农”贷款不良容忍度的监管要求，完善尽职免责相关制度。扶持小额人身保险，支持保险公司开拓县域市场，对中西部设立省

级分公司和各类分支机构适度放宽条件、优先审批。 

发挥财税政策作用 

立足公共财政职能，完善、用好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落实小微企业和“三农”贷款的相关税收扶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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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地方配套支持 

鼓励地方财政通过贴息、补贴、奖励等政策措施，激励和引导各类机构加大对小微“二农”和民生尤其是精准扶贫等领域

的支持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