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行理财网
人民币升值的影响有哪些，人民币贬值对国内的影响

人民币是升值好还是贬值好？有人说当然是升值好，也有人说贬值好，其实不管是
升值还是贬值，都有一定的利弊，那么我们下面来看一下人民币到底是升值好还是
贬值好。 

人民币升值，会如何？ 

人民币升值，无非就是人民币越来越值钱了，而相对应的其他国家货币贬值。 

一般来说，什么叫人民币升值？假如美元兑换人民币是1:7左右，假如美元兑换人民
币汇率为1:6.7左右，那么就是人民币升值了。 

人民币升值对进出口的影响都是不一样的，假如你出口商品到国外，那你换回来的
是美元，再把美元兑换成人民币，就是很多企业经常所说的结汇，就是把美元换成
人民币，继续扩大企业的经营。 

如果人民币升值，按照以上的汇率，假如某家出口企业出口商品，换回来100万美
元，如果美元兑人民币从1:7升值到1:6.7。 

那么100万美元在过去可以换7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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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升值了，100万美元只能换回670万人民币，相差30万人民币。 

这就是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率差，对出口企业来说，你换过来的人民币更少，那么
你的利润就会下降。 

很多人看不起这30万，如果企业出口货物过亿拿，都是钱，对出口企业来说，出口
商品，利润却没有增加，对于一些中小出口的企业来说，本来就没有什么利润，如
果汇率差少了，可能会影响到这些企业的生死存亡。 

对于进口企业来说就是起到相反的作用。 

也就是说你现在到国外去进口商品，需要把人民币换成美元，再去购买其他国家的
商品，因为现在贸易结算基本上是以美元为结算单位，那么对进口企业来说。 

假如100万美元的商品，过去你只要700万的人民币就可以换回100万美元 。 

但是你现在只需要670万人民币你就可以兑换100万美元。 

对进口企业来说，可以降低进口的成本，所以人民币升值有利于进口企业，不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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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企业。 

人民币汇率最好是维持相对稳定 

其实，不管是人民币升值还是贬值，各有利弊，单是人民币贬值，也不好，人民币
升值，对出口企业来说，也不好。 

可能在不同的阶段，人民币贬值、升值，所发挥的作用也不一样。 

如果人民币升值，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很多出口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竞争力下降
，有可能卖不出去，最后的结果是出口企业没办法经营下去，甚至会倒闭破产，背
后就是千千万万的家庭。 

而人民币贬值，对进口企业来说，会加大这些进口企业的成本，那么也会导致很多
进口企业倒闭，甚至是没有办法生存，你想进口一些产品，进口成本增加了，最终
反映到企业的经营成本，如何企业的利润减少或者赚得更少了，那企业可能会倒闭
，背后又是千千万万的家庭。 

所以，不管是人民币贬值还是升值，都有副作用，也有优点。而人民币汇率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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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越好，也不是越低越好，而是维持在一定的范围内。 

为啥最近人民币贬值？ 

现在，人民币汇率是贬值的状态，今年3月份时候，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还是6.3:1左
右，到现在是7:1左右。 

在2021年的时候，全球其他国家受到疫情的影响，产业链中断，我们国家复工复产
早，2021年的GDP增长率是8.1%，那么我们国家那时候的人民币汇率是处于升值
的状态。 

但是到了2022年，由于其他国家的产业链都已经恢复了。而且最近老美加息，美元
指数走强，美元升值，2022年以来，我们部分城市的疫情反反复复，经济有一定的
压力，上半年的GDP增长率是2.5%，近段时间，我们在降息，老美加息，利率差拉
大，甚至，前段时间出现中美10年期国债利率倒挂。这一系列复杂的因素，因此人
民币汇率就会贬值。 

虽然人民币贬值是有利于出口企业，对进口企业来说，这段时间可能会有点难熬。 

总结 

截止2022年8月份，我们国家有外汇储备30549亿美元左右，这些都是我们维护人
民币汇率稳定的基础。 

现在人民币的贸易份额占3%左右，我们正在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相信越来越
多国家认可人民币，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会面临着一定的挑战和困难。 

但是我们有能力、有底气维护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在任何时候，都相信国家的，国
家有自己的相对应措施。 

作为普通人，不要赌人民币汇率升值还是贬值。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只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不给国家添麻烦，就是最大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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