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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移动支付及数字人民币跨境业务

国际收支统计申报政策问答

近年来，为提升境内外人士跨境消费体验，各类移

动支付方式不断涌现，应用场景逐步拓展。为便于申报

主体准确进行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国家外汇管理局结合

近期收到的疑问和咨询情况，整理形成政策问答。

一、外包内用业务的国际收支统计申报

外包内用业务指非居民个人使用境外电子钱包，在

境内进行移动支付的业务。按照受理主体，外包内用业

务分为两种模式。

（一）由境内银行卡清算机构（目前为银联）受理

的外包内用业务，指非居民个人使用与银联合作的境外

电子钱包，在境内商户进行移动支付的业务。从资金流

角度看，当非居民个人向境内商户支付时，资金从境外

发卡行经跨境支付渠道划转至境内银行卡清算机构境内

账户。境内银行卡清算机构完成资金清算和结汇后，通

过境内收单机构将资金结算至境内商户。

申报指南：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通过

银行进行国际收支统计申报业务指引（2023年版）〉的通

知》（汇发〔2023〕10号）要求，境内银行卡清算机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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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境内银行将其银行卡清算相关的涉外收付款申报在

“223029-其他私人旅行”项下（含银联网联二维码互联互

通数据），境内收单机构无需重复报送。同时，根据《国

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及交易统计

制度〉的通知》（汇发〔2021〕36号）要求，境内银行卡

清算机构应填报 G02表（境外银行卡境内消费提现），境

内收单机构无需重复报送。

（二）由境内非银支付机构（如支付宝、财付通等）、

网络支付清算平台运营机构（目前为网联）受理的外包

内用业务或数字人民币外包内用业务。从资金流角度看，

当非居民个人使用境外钱包向境内商户支付时，境外资

金通过跨境支付渠道汇至境内合作机构（如非银支付机

构、网联的合作银行或与境外银行合作的数字人民币业

务运营机构），境内合作机构再通过境内非银收单机构、

收单银行、服务商户的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数字

人民币受理服务机构等将资金结算至境内商户。

申报指南：根据汇发〔2023〕10 号文要求，对于境

内非银支付机构受理的境外钱包业务，由境内非银支付

机构在与境外进行涉外收付款时，以自身名义通过合法

清算机构（银联或网联）作为技术通道接入“数字外管”

平台，就每日跨境清算交易进行申报；对于网络支付清

算平台运营机构受理的境外钱包业务，由合作银行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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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名义进行间接申报（银联网联二维码互联互通场景除

外）；对于数字人民币外包内用业务，由与境外银行合作

的境内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以自身名义进行间接申

报，境内服务商户的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数字人

民币受理服务机构无需重复申报。以上间接申报的交易

编码选择“223029-其他私人旅行”。

二、外卡内绑业务的国际收支统计申报

外卡内绑业务指非居民个人在境内电子钱包（含数

字人民币钱包）上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进行移动支

付的业务。按照是否有境内银行卡清算机构参与，外卡

内绑业务分为两种模式。

（一）有境内银行卡清算机构（目前为银联、连通）

参与跨境资金清算的外卡内绑业务。当非居民向境内商

户支付时，资金从境外发卡行经跨境支付渠道划转至境

内银行卡清算机构境内账户，其完成资金清算和结汇后，

最终通过非银收单机构将资金结算至境内商户。

申报指南：根据汇发〔2023〕10 号文要求，境内银

行卡清算机构应通过境内银行将其银行卡清算相关的涉

外收付款申报在“223029-其他私人旅行”项下，境内非银

收单机构无需重复报送。同时，根据汇发〔2021〕36号

文要求，境内银行卡清算机构应填报 G02表（境外银行

卡境内消费提现），境内非银收单机构无需重复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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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境内银行卡清算机构参与跨境资金清算的

外卡内绑业务。当非居民向境内商户支付时，境外银行

卡清算机构将资金清算至境内收单银行。收单银行结汇

后通过非银收单机构将资金结算至境内商户，或由数字

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通过数字人民币金融基础设施将资

金结算至境内商户。

申报指南：境内收单银行应按照汇发〔2021〕36号

文要求报送 G02表（境外银行卡境内消费提现），境内非

银收单机构和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数字人民币受

理服务机构无需重复报送。

三、内包外用业务的国际收支统计申报

内包外用业务指境内居民使用境内电子钱包（含数

字人民币钱包），在境外进行移动支付的业务。按照钱包

运营主体，内包外用业务分为两种模式。

（一）钱包运营主体与境内银行卡清算机构合作（包

括境内银行钱包、银联云闪付等）。从资金流角度看，当

境内居民在境外商户支付时，境内银行卡清算机构通过

境内清算代理行完成银行卡清算和购汇后，向境外汇出

资金。

申报指南：根据汇发〔2023〕10 号文要求，境内银

行卡清算机构应通过境内银行将其银行卡清算相关的涉

外收付款申报在“223029-其他私人旅行”项下，境内发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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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无需重复报送。同时，根据汇发〔2021〕36号文要

求，境内银行卡清算机构应填报 G01表（境内银行卡境

外消费提现），境内发卡银行无需重复报送。

（二）钱包运营主体为非银支付机构（如支付宝、

财付通等）、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等。当境内居民在

境外商户支付时，居民通过钱包内绑定的境内卡或者钱

包余额等资金渠道完成支付。对于非银支付机构类电子

钱包，非银支付机构通过境内合作银行与境外进行汇款

结算；对于与网络支付清算平台运营机构（目前为网联）

合作的电子钱包，由清算平台的境内合作银行与境外进

行汇款结算；对于数字人民币钱包，由境内数字人民币

业务运营机构通过数字人民币金融基础设施与境外进行

数字人民币跨境结算。

申报指南：根据汇发〔2023〕10 号文的规定，对于

非银支付机构类电子钱包，境内支付机构应以自身名义

通过境内合作银行进行间接申报；对于网络支付清算平

台运营机构受理的内包外用业务，由其合作银行以自身

名义进行间接申报；对于数字人民币钱包，由境内数字

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以自身名义进行间接申报。上述交

易均申报在“223029-其他私人旅行”项下。

四、数字人民币业务的国际收支统计申报

（一）数字人民币跨境业务申报范围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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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指南：境内居民和境内非居民通过数字人民币

钱包从境外收到的款项和对境外支付的款项，以及境内

居民通过数字人民币钱包与境内非居民之间发生的收付

款（含数字人民币钱包间及数字人民币钱包与银行账户

间），涉外收付款人和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应按照汇

发〔2023〕10号文要求进行申报。其中，除经常项目管

理和资本项目管理有明确要求外，境内居民个人和机构

通过境内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与境内非居民个人间

的数字人民币收付款暂不进行间接申报。

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开展数字人民币跨境业务

涉及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及交易业务的，应按照汇发

〔2021〕36号文要求报送相关报表。

（二）数字人民币钱包居民身份的判定

数字人民币钱包可根据开立主体分为个人钱包与单

位钱包。个人钱包包括一至四类，一至三类为实名钱包，

四类钱包基于手机号开立，具备可控匿名特性；单位钱

包均为实名钱包。对于四类个人钱包，数字人民币业务

运营机构不掌握个人身份信息，需要借助其他信息对居

民身份进行判定。

数字人民币硬钱包是以嵌入安全芯片的 IC卡、SIM

卡、手机终端、穿戴设备、物联网设备等特定硬件为载

体的钱包。硬钱包的居民身份应根据发行模式进行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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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模式硬钱包在发行时与个人身份相关联，可据此判

定居民或非居民身份；准账户模式硬钱包在发行时与境

内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或其合作机构的单位钱包相

关联，并可通过数字人民币 App与开立的个人钱包绑定，

可根据其关联的境内单位钱包或个人钱包居民身份相应

判定硬钱包的居民身份。

申报指南：对于实名钱包，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

构可根据掌握的客户资料，按照汇发〔2023〕10号文要

求进行居民或非居民身份判定。对于四类个人钱包，数

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应当根据用户注册数字人民币钱

包手机号的境内/境外归属地认定用户身份，将通过境外

手机号开立钱包的主体认定为非居民。

对于四类个人钱包的间接申报，客户名称可填“数字

人民币钱包+钱包编号”，证件类型可填“其他”，证件号码

可填手机号，客户常驻国家（地区）代码按照手机号归

属国家（地区）认定。四类个人钱包升级为实名钱包后，

根据身份证件信息认定居民属性发生变化的，对变化前

已发生的交易，无需追溯修改。

（三）数字人民币兑出兑回业务的申报

数字人民币兑出业务指将银行账户资金或现钞兑换

为数字人民币，反之为兑回业务。

申报指南：境内居民和境内非居民的跨境兑出、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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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业务，是其自身资金在境内数字人民币钱包和境外银

行账户之间的划转，应通过境内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

构进行间接申报。境内居民数字人民币钱包和境外银行

账户间的划转，申报在“821030-收回或调回存放境外存款

本金/存放境外存款”项下；境内非居民数字人民币钱包和

境外银行账户间的划转，申报在“822030-境外存入款项/

调出”项下。非居民境内银行账户和数字人民币钱包间的

兑出、兑回业务无需进行间接申报。

（四）数字人民币钱柜头寸调拨的申报

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的境外分支机构在运营机

构总行开立钱柜，并基于流动性安排进行钱柜余额出入

库调整、总行与境外分支机构以及境外分支机构间的头

寸调拨等。

申报指南：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应按照汇发

〔2021〕36号文要求报送 D05表（存款负债）。

（五）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业务的申报

1.桥上跨境交易申报

申报指南：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是银行间资金清算

渠道之一，不改变居民和非居民间涉外收付款的交易性

质。境内涉外收付款人通过境内经办银行办理涉外收付

款业务时，经办银行（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如使

用货币桥渠道与对手方银行进行资金结算，应按照汇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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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号文的要求，督促和指导居民和非居民进行

申报。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自身通过货币桥进行的

资金清算无需进行间接申报。

2.上下桥及桥上钱包头寸的申报

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资金上下桥，指运营机构

将桥下的数字人民币或银行账户资金与桥上多币种钱包

资金进行转换的行为。

申报指南：上下桥是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自身

账户之间的资金摆布，不涉及跨境交易，无需进行国际

收支统计申报。

（六）非居民数字人民币钱包的申报

申报指南：非居民数字人民币钱包余额属于数字人

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吸收的非居民存款，数字人民币业务

运营机构应按照汇发〔2021〕36号文要求报送 D05表（存

款负债）。

（七）关于数字人民币业务标识的设置

申报指南：现阶段，在国际收支统计申报中，数字

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无需对数字人民币业务进行区分，

报送交易币种时选择“CNY”。

（八）关于合作模式数字人民币业务的申报

数字人民币业务的合作模式指非运营机构的银行与

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进行合作，由非运营机构的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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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与客户建立业务关系并提供服务，数字人民币业务运

营机构仅向非运营机构提供技术服务或资金处理服务的

模式。

申报指南：间接申报遵循“离客户更近”的原则，应由

掌握全量、准确客户信息和交易信息的银行指导客户进

行申报。因此，应由实际为客户开展业务的银行指导客

户履行申报义务，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无需重复申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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