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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簡報係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同仁製作，相關數據與資訊僅供參考之用，倘有疏漏之處，歡迎各界不吝指正。



觀測資料及來源

IMF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s，SDR)通貨籃貨幣之構成占比：SDR係由IMF於1969

年所創設的一種國際儲備資產，用於補充IMF成員國的官方儲備，其價值以一籃子貨幣(通貨
籃貨幣)表示之(如2016年後係由美元、歐元、日圓、英鎊及人民幣組成)。當成員國面臨國際
收支逆差或流動性不足時，可與IMF或其他成員國換取可自由兌換之外幣來渡過難關。

納入 SDR 通貨籃貨幣之二項審查標準

出口規模 貨幣可自由使用：
須可廣泛用於國際交易之支付及廣泛於主要外匯市場交易

貨幣發行國為IMF成
員且為全球前五大
出口國之一(以商品
與服務輸出之5年平

均值來看)

可參考之指標一
貨幣占全球外匯存底
之比重：蒐集自IMF

COFER (Currency 

Composition of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可參考之指標二
貨幣在國際外匯市場交
易之規模：蒐集自國際
清算銀行(BIS)之外匯
市場交易調查報告

可參考之指標三

作為國際支付貨幣之比
重：蒐集自環球銀行金
融電信協會(SWIFT)之
人民幣追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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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特別提款權為出發點，從四面向觀測主要國家
貨幣在國際上之使用情形，以瞭解該等貨幣在國際貿易及金融體系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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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

41.73%

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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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

10.92%

日圓

8.33%

英鎊

8.09%

2016–2022

資料來源：IMF SDR

美元

43.38%

歐元

29.31%

人民幣

12.28%

日圓

7.59%

英鎊

7.44%

2022–2027

1.65個
百分點

1.36個
百分點

(2022年8月1日生效)

SDR權重變化

SDR通貨籃貨幣之組成占比

 以2022年最新調整之貨幣權重來看，美元仍居主導地位。
 美元與人民幣之權重均有增加，反而歐元、日圓及英鎊之權重下降。

原則上SDR通貨籃之貨幣組成與加權比例每五年調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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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外匯存底主要貨幣占比(%)

(季、年資料)

SDR通貨籃貨幣占全球外匯存底之比重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Q1 2022Q2 2022Q3

美元 65.36 62.73 61.76 60.75 58.92 58.81 58.86 59.55 59.79

歐元 19.14 20.17 20.67 20.59 21.29 20.59 20.05 19.76 19.66

人民幣 1.08 1.23 1.89 1.94 2.29 2.80 2.87 2.86 2.76

日圓 3.95 4.90 5.19 5.87 6.03 5.52 5.39 5.17 5.26

英鎊 4.35 4.54 4.43 4.64 4.73 4.81 4.90 4.85 4.62

 以全球外匯存底之貨幣占比來看，美元占比約達6成，仍居第一。
 2022年第1季至第3季，美元占比有逐季微升趨勢，人民幣(占比近3%)則有逐季
微降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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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

歐元

日圓

英鎊

人民幣

澳幣

加幣

瑞郎

港幣

星幣

2019 2022

4月前十大外匯市場交易貨幣占比(%)

(註一)：自1986年起，BIS每3年會就外匯市場交易請
全球央行提供調查年4月份之外匯交易及衍
生性金融商品交易量資料(含即期及遠期外匯
交易、換匯交易、換匯換利交易、場外交易
之匯率及利率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等)。

(註二)：由於每筆交易涉及兩種貨幣，因此各個貨幣
的百分比份額總和為200%，而不是100%。

 最新釋出資料顯示，2022年4月
全球外匯市場平均每日交易量
已達7.5兆美元 (較2019年同月的
6.6兆成長14%)，且美元仍具全
球主導地位。

 相較2019年調查，2022年人民
幣相關外匯交易占比上升3個百
分點至7%。名次也從2019年的
第8名升至第5名。(註：BIS認
為，人民幣交易占比增加，除
與中國貿易量增加有關外，也
與俄羅斯等國增加使用人民幣
交易相關。)

BIS外匯市場交易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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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前十大國際支付貨幣使用占比(%)

41.38

36.12

7.09

2.54

2.37

1.68

1.33

1.26

0.87

0.72

美元

歐元

英鎊

日圓

人民幣

加幣

澳幣

港幣

瑞士法郎

瑞典克朗

今年每月五大國際支付貨幣占比(%)

 2022年11月以美元作為
國際支付貨幣之比重為
41.38%，雖較前月下降，
但仍居全球第一。

 同月人民幣使用比重為
2.37% (2021年同期為
2.14%)，較前月增加
0.24個百分點。全球交
易使用量排名第五。

SWIFT人民幣追蹤報告

6

美元 歐元 英鎊 日圓 人民幣

1月 39.92 36.56 6.30 2.79 3.20

2月 38.85 37.79 6.76 2.71 2.23

3月 41.07 35.36 6.47 2.80 2.20

4月 41.81 34.74 6.26 3.08 2.14

5月 41.13 36.11 6.26 2.71 2.15

6月 41.16 35.55 5.96 3.01 2.17

7月 41.19 35.49 6.45 2.82 2.20

8月 42.63 34.49 6.45 2.73 2.31

9月 42.31 35.15 6.54 2.88 2.44

10月 42.05 34.43 7.85 2.95 2.13

11月 41.38 36.12 7.09 2.54 2.37

平均 41.23 35.62 6.58 2.82 2.32

註：SWIFT每月提供人民幣追蹤(RMB

Tracker)報告，主要在使業者瞭解人民
幣國際化之進展狀況，內容包含(1)前
20大國際支付貨幣之占比；(2)前15大
離岸人民幣經濟體占比；(3)前10大全
球貨幣在貿易融資市場之占比等資訊。
本報告係採用第一項數據來製作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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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不論從SDR通貨籃貨幣權重、全球外匯存
底之貨幣比重、外匯市場交易、國際支付
貨幣占比等四面項之數據資料來觀測，

美元仍係現今全球在國際貿易及
金融市場交易之第一大貨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