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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市场发行创近六年新低，二级市场

回报率宽幅震荡 
——2022 年中资美元债市场回顾与 2023 年展望 

 

2022 年，美联储激进加息抗击通胀、中国年内出现疫情反复、中资房地产企业信用风险事件频发导致市

场避险情绪保持高涨。受此影响，中资美元债发行规模创 2017 年以来新低，二级市场各板块美元债均以负回

报表现收官。展望 2023 年，中资美元债融资环境有望迎来边际改善，房地产企业信用状况通过政策支持或得

到一定程度修复，城投发行人仍需应对趋严的境内外融资监管环境，中资美元债未来几年都将面临较大偿付

压力。 

 

联合资信 主权部 |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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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资美元债1发行市场环境 

美联储年内持续收紧货币政策使得中资美元债发行成本不断走高，中美货币政

策分化加剧导致各期限中美国债收益率利差逐步收窄至转为倒挂，中资美元债发行

成本优势不复存在 

2022 年，俄乌冲突在年初暴发导致全球范围内尤其是欧洲地区地缘政治风险陡

增，由于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在能源和粮食产业在全球供应格局中占有重要战略地位，

两国冲突迅速推高全球能源和粮食价格，并间接推高西方国家通胀水平。与此同时，

已经饱尝高通胀压力的美联储为遏制通胀进一步走高自 3 月起年内连续 7 次加息、累

计加息幅度高达 425 个 BP，基准利率上调至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创上

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美联储最为激进的加息纪录。另一方面，美联储自 6 月开始启动疫

情以来首次缩表，并在 9 月将缩表规模翻倍。在美联储持续收紧货币政策的背景下，

各期限美债收益率全线上行。截至 2022 年末，1 年期、5 年期和 10 年期美国国债收

益率分别激增 434.00 个、273.00 个和 236.00 个 BP 至 4.73%、3.99%和 3.88%，均创

2008 年以来纪录新高。 

2022 年以来，面对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复杂多变、国内疫情反复冲击、经济出现新

的下行压力等严峻挑战，中国央行通过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证流动性合理充

裕、使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年内两次降准释放长期流动性逾 1 万亿元人民

币，同时两次降息边际放松货币政策，全年货币政策环境趋向宽松，1 年期中国国债

收益率较上年末下跌 14.60 个 BP 至 2.10%，5 年和 10 年中国国债收益率分别较 2021

年末小幅上涨 3.54 个和 5.99 个 BP 至 2.64%和 2.84%。 

中美货币政策方向分化加剧导致各期限中美国债收益率利差加速收窄，并在 4 月

起出现倒挂。截至 2022 年 12 月末，1 年期、5 年期和 10 年期中美国债收益率利差分

别为-263.31 个、-134.54 个和-104.47 个 BP，中资美元债的发行成本优势已不复存在。 

 

 

 

 

                                                 
1 中资美元债又称“功夫债”，指在离岸债券市场由中资企业发行的美元计价债券。本文中资美元债是根据彭博

“功夫债”板块数据，按发行币种为美元、风险涉及国家定义为中国（即主要业务在中国）、排除 CD（银行同

业存单）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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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联合资信整理 

图 1.1  中美各期限国债利差率走势 

美联储接连激进加息、非美国家经济表现低迷以及全球金融市场避险情绪升温

推动美元指数年内冲高回落；中国疫情反复导致人民币汇率区间内双向波动幅度有

所增加，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资发行人的海外融资意愿 

2022 年，美联储密集加息为美元指数上行提供强劲动力；另一方面，欧洲央行加

息周期落后于美联储，欧洲主要经济体复苏态势不及美国导致主要非美货币兑美元汇

率大幅走软，多重因素推动下年内出现强势美元，美元指数年内一度冲高至 114 上方，

创 2002 年以来新高。四季度以来，随着美联储加息节奏开始放缓，美元指数高位回

落，年末收于 103.49，较上年末大涨 7.84%。 

本年度人民币汇率与美元指数走势保持高度一致，一季度受季节性结汇支撑，人

民币汇率一度降至 2018 年以来新低（6.3014）；但自 4 月起，随着上海、北京等地相

继暴发疫情并实施了较长时间的严格防疫措施，中国经济表现受到一定影响，人民币

由此进入贬值区间。9 月初，中国央行下调外汇存款准备金率 2 个百分点以期维稳人

民币汇率，但政策效果较为有限；11 月起，美元指数下行为人民币汇率反弹提供了一

定条件，年末进出口贸易企业再次进入季节性结汇高峰也为人民币汇率升值提供了有

力支持。截至年末，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收于 6.9646，较年初大涨 9.17%，汇率波动区

间较 2021 年明显变宽。汇率不稳定性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对潜在中资美元债发行人的

汇率预期形成干扰，并影响其海外融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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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联合资信整理 

图 1.2  2022 年以来美元指数（左图）及美元兑人民币汇率走势情况 

2022 年房地产行业融资政策出现边际放松，城投板块境外融资政策先松后紧 

2022 年以来，中国监管部门先后出台多举措为房地产企业融资经营提供政策支

持。2 月发布的《关于保障性租赁住房有关贷款不纳入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的通知》

加大了对保障性租赁住房发展的支持力度；5 月发布的《关于调整差别化住房信贷政

策有关问题的通知》下调了首套房贷利率，从需求端刺激房地产行业发展；7 月召开

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稳定房地产市场，‘坚持房住不炒、因城施策’，支持刚性和

改善性住房需求，压实地方政府责任，保交楼、稳民生”；8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

“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地方要用好‘一城一策’政策工具，灵活运用阶段性

信贷政策和保交楼专项借款”继续释放维稳房地产信用风险的政策信号。进入四季度

以来，对房地产企业的支持政策进一步加码，交易商协会及中债增公司增信发债、延

期扩容支持民营企业进行债券融资，“第二支箭”债券融资开始落地；11 月下旬，中

国央行发布《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做好当前金融支持房

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金融十六条”）支持房地产企业融资；

与此同时，证监会宣布了在股权融资方面调整、优化 5 项措施，恢复涉房上市公司并

购重组及配套融资、恢复上市房企和涉房上市公司再融资等支持政策，至此以银行信

贷、债券融资和股权融资组建的“三支箭”架构房地产企业支持措施正式构建完成。

中国监管层在四季度密集发力以期为尚未出险的房地产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并增强市

场信心。 

从城投板块来看，2022 年年初，中央监管先后发布了多项文件严控地方债务隐

性增长，并为地方政府债务处置提供了指导意见逐步收紧城投企业境内融资渠道。另

一方面，2 月国家发改委表态“将继续鼓励和支持优质企业合理利用中长期外债用于

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新型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积极引导企业优化外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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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和期限结构，坚决遏制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有效防范外债风险”显示出政府

对于优质城投企业通过发行外债以发展自身业务的方式监管态度仍较为宽松。在此背

景下，境外更加宽容的融资环境使城投板块美元债发行量在上半年明显增加，但随着

中央政府在 5 月和 8 月两度通报问责地方政府平台新增隐性债务典型案例、财政部

10 月发布《关于加强“三公”经费管理严控一般性支出的通知》强调进一步规范地方

事业单位债务管控、禁止新增各类隐性债务，城投企业境内外融资渠道持续收紧，美

元债发行量出现明显下滑。 

二、中资美元债一级发行情况2分析 

受美元融资成本持续上行、房地产企业信用风险事件不断影响，中资美元债发行

规模年内连续下滑，全年发行量创近六年新低 

2022 年，中资美元债市场共新发债券 908 只，发行规模达 1,024.65 亿美元，同

比暴跌 44.8%，并创 2017 年以来纪录新低。 

分季度来看，随着美联储接连超预期大幅加息导致美元融资成本迅速走高，受中

美利差逐步收窄并转为倒挂降低美元再融资吸引力、以及房地产企业信用风险事件不

断影响，中资美元债发行规模连季下跌，四季度仅新发美元债 129.79 亿美元，创 2016

年二季度以来季度发行新低。 

 

数据来源：Bloomberg，联合资信整理 

                                                 
2 所有数据统计以发行日期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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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中资美元债发行情况 

金融板块全年美元债发行规模出现明显下滑，但仍是发行规模最大的主要板块；

城投境外融资政策先松后紧，美元债发行规模有所回落；房地产美元债年内发行规模

急剧缩水，且以交换要约达成后发行为主 

从发行主体行业分布3看，金融板块仍是主导一级市场、规模最大的主要发行板

块，其与城投美元债、房地产美元债发行规模合计占全年发行总额的 80%以上。 

具体来看，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以及农业银行为首的大型银行机构

抓住了一、二季度美元融资相对成本优势尚未全面消失的最后时机发行了数笔大额金

融美元债，成为金融板块的有力支撑。2022 年，金融美元债发行规模较 2021 年下跌

34.66%至 403.95 亿美元，发行规模占全年发行总额的比重较上年度上涨了 6.12 个百

分点至 39.42%。 

在境外融资政策先松后紧的背景下，城投美元债全年发行规模同比下滑了 13.03%

至 263.24 亿美元，发行规模占全年发行总额的比重较去年上涨了 9.38 个百分点至

25.69%，在中资美元债市场上的地位稳步提升。 

受开年以来房地产企业信用风险不断出清、投资者信心下挫影响，房地产美元债

全年发行表现均相对低迷，发行规模同比暴跌 60.38%至 177.96 亿美元，其中绝大部

分为濒临出险的房地产企业为免于陷入实质性违约以交换要约形式发行的美元债，发

行规模占发行总额的比重较 2021 年下跌 6.83 个百分点至 17.27%。 

 
数据来源：Bloomberg，联合资信整理 

图 2.2  2022 年中资美元债发行主体行业分布（左图）及近年各板块美元债发行趋势 

美联储激进加息导致中资美元债发行成本同比大幅上行，其中房地产仍是平均

                                                 
3 按彭博 BICS2 级行业分类统计，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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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息最高的主要发行板块，金融美元债受部分机构发行的小额高息票据影响平均发

行票息激升，城投美元债发行成本也出现明显上涨 

2022 年，受美联储年内暴力加息、美元流动性大幅收紧影响，各期限美债收益率

年内全线走高，并显著推高中资美元债发行成本，全年平均发行票息较 2021 年上涨

了 2.77 个百分点至 6.70%。 

分板块来看，由于房地产板块绝大部分新发债券为涉险企业以交换要约形式发行

的高息美元债，因此平均发行票息相对偏高。2022 年房地产美元债平均发行票息较

上年进一步上涨 65.09 个 BP 至 8.01%，是发行成本最高的主要发行板块。 

由于中信证券国际金融产品有限公司年内发行了多只小额高息金融票据，金融美

元债平均发行票息受此影响同比大涨 537.84 个 BP 至 7.55%，成为本年度发行票息涨

幅最大的主要发行板块。 

尽管大量城投企业采用备用信用证发行方式进行增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发行

人的成本压力，但受美联储年内密集加息的影响，城投美元债全年平均发行票息仍较

2021 年上涨了 130.20 个 BP 至 4.55%，是发行成本最低的主要板块。 

 

数据来源：Bloomberg，联合资信整理 

图 2.3  中资美元债主要行业平均加权票息对比 

RegS 仍是最受发行人青睐的发行方式，大量城投企业选择通过境内银行开具信

用证的方式进行增信使得以备用信用证架构发行的美元债规模明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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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行方式来看，RegS4因其相对最为宽松的信息披露要求以及较快的发行流程

仍牢牢占据发行人最受青睐的发行方式。2022 年，以 RegS 方式发行的中资美元债规

模同比暴跌 48.30%至 831.65 亿美元，但其占发行总额的比重仅小幅下跌 5.49 个百分

点至 81.16%。由于年内多家房地产企业通过达成交换要约发行新债，以“其他方式”

发行的中资美元债同比大涨 363.44 个百分点至 130.90 亿美元。本年度仅有 62.1 亿美

元新发债券选择以 144A 方式发行，没有以 SEC 注册方式公开发行的中资美元债。 

从发行架构5看，2022 年，采用担保发行和直接发行架构的中资美元债规模占发

行总额的比重虽较上年下跌了 4.54 个百分点至 86.18%，但仍是最受发行人欢迎的发

行架构。由于大量城投企业年内采用通过境内银行开立备用信用证的方式获得增信，

本年度以备用信用证架构发行的美元债规模同比上涨 9.57%至 98.02 亿美元。 

 

注：内、外圈分别代表 2021 年和 2022 年数据 

数据来源：Bloomberg，联合资信整理 

图 2.4  中资美元债发行方式（左）及发行架构分布（发行规模占比） 

本年度附评级美元债发行规模急剧收缩，无评级债券发行规模占比增长近半，高

收益美元债几近绝迹 

从债券评级表现来看，由于自 2021 年 9 月起标普、穆迪和惠誉创纪录密集下调

中国房地产企业评级或展望百余次，为避免因较低初始评级而承担更高的发行成本、

免于因连续评级下调被动触发提前偿债条款并使级别下调的不利影响扰动企业经营

                                                 
4 中资美元债的发行方式主要有三种，分别是 RegS、144A、SEC 注册发行。其中 SEC 注册属于公开发行方式，

是指企业通过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等级注册而向公众公开发行债券募集资金的方式；RegS 和 144A 属

于非公开发行方式，主要区别在于 RegS 仅面向美国境外的投资者发行债券，144A 则包括美国本土投资者发行。 
5 根据数据及实际发行情况，我们将中资美元债发行架构主要划分为直接发行、担保发行、担保+维好协议双重

架构、维好协议发行、备用信用证发行和担保+备用信用证发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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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投资者信心，以及弱质企业因海外融资渠道收紧陆续淡出中资美元债市场，2022 年

近一半新发美元债选择无评级发行。 

具体来看，2022 年无评级6中资美元债发行规模同比上涨 3.94%至 452.04 亿美元，

无评级美元债发行规模占发行总额的比重较上年大增 19.88 个百分点至 44.12%。 

选择附评级发行的美元债中，绝大多数美元债级别在 BBB-及以上，鲜有投机级

美元债附评级发行。2022 年，新发投资级美元债较去年几近“腰斩”，发行规模同比

暴跌 51.53%至 508.82 亿美元，发行规模占发行总额的比重较 2021 年下跌 8.83 个百

分点至 49.66%。高收益美元债仅新发 63.79 亿美元，同比暴跌 79.43%，主要集中在

房地产和工业其他行业。 

 
注：内、外圈分别为 2021 年和 2022 年数据 

数据来源：Bloomberg，联合资信整理 

图 2.5  中资美元债债项级别分布 

三、中资美元债二级市场表现 

美联储激进加息、地缘政风险升级导致年内避险情绪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但年

末中国监管层接连发文释放维稳房地产市场的信号显著提振了高收益美元债的回报

率表现 

2022 年，为遏制高位盘旋的通胀继续上涨，美联储自 3 月起连续数次加息，俄

乌冲突暴发导致避险情绪全年高涨，并带动国际资本自新兴市场国家大量回流，新兴

市场国家资本吸引能力明显萎缩。根据国际金融协会统计，2022 年仅 337 亿美元国

际资金流入新兴市场国家股票及债券市场，较 2021 年暴跌逾 90%。 

另一方面，自 2022 年开年以来，不同规模的房地产企业接连出险、中国年内数

次暴发疫情导致主要城市实施较长时间的严格封控措施打压投资者信心并使市场避

                                                 
6 “无评级债券”指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均未给予级别的债券，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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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情绪急剧升温，中资美元债指数震荡下行，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Markit iBoxx

中资美元债指数总回报率较 2021 年回调 4.19 个百分点至 10.03%。投资级美元债回

报率表现虽优于中资美元债整体回报，但全年回报率较上年度由正转负，大跌 8.31 个

百分点至-7.96%。高收益美元债回报率是唯一胜过 2021 年表现的主要板块，全年回

报率较去年增长了 7.34 个百分点至-13.97%。 

具体来看，1 月起大发地产、中国奥园接连暴雷导致市场情绪严重受挫，并带动

高收益中资美元债指数回报率走势出现明显偏离；2 月融信中国寻求债务重组、阳光

城等房地产企业违约导致高收益美元债回报率急挫；3 月中旬，金融委、银保监会、

央行、财政部、证监会、外汇局等六部委罕见同时发声，对房地产可能出现的系统性

风险提出保障措施使市场信心有所修复，各板块中资美元债尤其是高收益美元债指数

回报率止跌回升；4 月起，随着融创中国、融信中国等具备相当规模的房地产企业陆

续违约，穆迪接连下调碧桂园、远洋等房地产企业级别导致全市场美元债指数回报率

连跌，其中高收益美元债回报率与其他美元债指数回报率偏离程度越来越大，一度下

滑至-38.47%的纪录低位；11 月起，中国监管层先后推出“三支箭”、“金融十六条”

等救助政策优化民营企业尤其是房地产企业的融资环境，并有力提振了中资美元债回

报率表现，其中高收益美元债回报率自 11 月起触底反弹、在各项政府激励政策下一

路拉升逾 20 个百分点，至年末其与中资美元债总指数回报率之间的差距已明显缩小。 

 

数据来源：Bloomberg，联合资信整理 

图 3.1  2022 前三个季度中资美元债回报率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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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业来看，受美联储加息催生市场对经济衰退的担忧、俄乌冲突暴发导致投资

者避险情绪持续高涨以及中国年内发生数次较长时间的疫情封控影响，本年度各行业

中资美元债回报率表现均不及去年。 

具体来看，金融机构美元债延续去年的负回报表现（-11.10%），其中投资级金融

机构美元债回报率较去年下跌 6.91 个百分点至-7.30%，高收益金融机构美元债回报

率虽较去年大涨 9.13 个百分点，但仍收于负回报（-14.89%）。 

非金融机构美元债未能坚守住此前连续两年的正回报表现，2022 年非金融机构

美元债回报率较上年由正转负，并在年末收于-8.34%；其中投资级非金融美元债同比

下跌 9.72 个百分点至-8.64%，高收益非金融美元债回报率年末收于-3.47%，是唯一高

收益美元债回报优于投资级美元债表现的主要板块。 

房地产美元债延续上年度的较差表现，全年回报率较 2021 年下跌 1.16 个百分点

至-28.77%，其中投资级房地产美元债受行业整体低迷表现波及回报率较去年暴跌

14.50 个百分点至-19.34%，高收益房地产美元债回报率同比微涨 1.28 个百分点至-

35.96%，但仍是表现最差的主要板块。 

表 1  中资美元债分行业回报率（%） 

 2020 2021 2022 

金融机构 6.61 -10.24 -11.10 

金融机构-投资级 5.64 -0.38 -7.30 

金融机构-高收益 7.91 -24.02 -14.89 

非金融机构 8.81 1.28 -8.34 

非金融机构-投资级 9.41 1.08 -8.64 

非金融机构-高收益 5.26 4.13 -3.57 

房地产 13.72 -27.61 -28.77 

房地产-投资级 11.46 -4.84 -19.34 

房地产-高收益 14.89 -37.24 -35.96 

数据来源：Bloomberg，联合资信整理 

受制于地缘政治风险升级、美联储持续大幅加息加剧投资者对全球未来经济表

现的担忧，中资美元债交易活跃度自年中起明显转淡，全年交易规模较上年度大幅回

落，交易重心主要集中在金融7、非必需消费品等板块 

                                                 
7 此处为 Bloomberg BICS 1 级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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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地缘政治风险升级导致避险情绪升温、美联储密集加息、中国出现疫情

反复且前期防控政策较紧使国际投资者对新兴市场国家债券的交易热度有所消退，中

资美元债全年交易量较 2021 年同比大跌 23.87%至 1,071.54 亿美元。 

具体来看，中资美元债仅在 3 月因六部委接力发声维稳楼市实现月交易额的大幅

反弹，二季度得益于房地产监管政策陆续放松交易量逐月上涨，但 7 月起全国范围内

的“断供”事件导致市场发生剧烈震荡、投资者信心严重受挫，中资美元债交易热度

自年中起出现明显转淡，单月最低交易额仅为 48.71 亿美元。 

从行业分布来看，金融美元债、非必需消费品美元债以及科技和通信美元债是市

场交易热度最高的美元债种类，四类美元债交易规模合计占中资美元债交易总额的

90%以上。 

 
数据来源：Bloomberg，联合资信整理 

图 3.2  2021~2022 年中资美元债交易统计 

2022 年中资美元债违约规模激增，违约主体向房地产企业进一步集中 

2022 年，中资美元债违约规模创纪录新高，年内共有 80 只美元债出现实质性违

约，违约未偿额高达 277.26 亿美元，较 2021 年同比大增 229.81%。 

2022 年违约中资美元债的行业集中度较去年进一步上升，97%的违约债券来自

房地产行业。由于之前融资环境持续收紧，房地产企业境内外融资渠道急剧萎缩、企

业再融资难度明显增加。另一方面，居民收入预期下滑、需求端表现低迷致使房屋销

售收入不及预期、房地产企业回款能力较弱。除此之外，多数房地产企业盈利能力不

佳、自身造血能力较弱导致流动性严重承压。多重因素影响下，中资房地产企业成为

本年度中资美元债信用风暴中的主要出险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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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Bloomberg，联合资信整理 

图 3.3  2021~2022 年中资美元债违约统计（以未偿额计） 

四、2023 年中资美元债市场展望 

2023 年美债收益率或呈现先涨后跌之势，中美国债收益率倒挂利差在短期走扩

后有望收窄，市场流动性或得到一定程度改善，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有望收窄，中资

美元债融资环境有望迎来边际改善 

2022 年 12 月通胀数据显示美国通胀水平自 2021 年 12 月以来首次回落至 7.0%

以下，表明加息政策效果已经逐渐显现，美联储加息进程或将进入尾声，未来美联储

加息节奏预计将进一步放缓，下次加息 25 个 BP 的可能性较大。美联储加息虽仍将

为美债收益率上涨提供一定动力，但考虑到美联储加息空间已十分有限，且市场对加

息行动可能导致的经济衰退担忧愈演愈烈，美联储加息周期结束后美债收益率存在一

定回调空间，预计美债收益率全年或呈现先涨后跌之势。2023 年中国稳健的货币政

策将在更好统筹扩大内需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结合点上发力，预计中美货币政策仍

将呈现分化走向，中美国债收益率利差在不同货币政策主导下预计将小幅走扩随后转

为收窄。 

美联储放缓加息节奏后国际资本流入美国的速度和规模预计将有所减弱，以中国

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金融产品将重新成为国际投资资产的配置热点，市场流动性也将

出现一定改善。另一方面，优化的疫情防控政策配合积极的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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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健的货币政策将助力中国经济在 2023 年实现较强增长，再加上美联储加息步伐有

望放缓，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预计将较 2022 年有所收窄。 

总体来看，2023 年中资美元债融资环境有望迎来边际改善。 

随着中国政府出台的各项救助政策陆续落实，房地产板块信用风险将进入修复

区间，但房地产美元债发行前景仍不明朗；个别城投企业重组银行贷款以及财政部表

示“打破政府兜底预期”动摇城投信仰、叠加政府收紧地方债务规模管理，多重压力

下 2023 年城投美元债发行预计将进一步缩量 

随着“三支箭”支持政策落地、金融十六条发挥作用、以及“内保外贷”业务的

兴起，房地产企业信用风险将逐步修复，尚未出险的房地产企业境内外融资渠道将有

所拓宽，到期债务偿付压力也将得到一定缓解。尽管中资地产美元债二级市场表现受

政策提振在 2022 年底有所回暖，但考虑到前期价格已普遍有较大涨幅，2023 年进一

步上涨空间或相对有限，中资地产美元债价格仍将回归行业及发行主体的基本面表现。

当前房地产销售仍在触底阶段，市场信心及购买力修复缓慢，房企整体偿债压力依然

很大，陆续出台的融资支持性政策主要利好正常经营的优质房企，但对于出险房企及

尚未出险的中小房企利好效果有限。在中国房地产行业仍面临下行压力的情况下，预

计 2023 年美元债投资者对于中资地产债的风险偏好依然较低。除此之外，许多出险

房地产企业将美元债的偿付优先级置于境内债之后、国际评级机构受自身对中资美元

债发行主体悲观信用风险影响较难给出发行人满意的评级结果等因素都将制约中资

美元债的市场表现，预计短期内中资地产美元债一级市场较难出现大幅回暖，中长期

发行表现仍有待观察。 

从城投板块来看，2022 年 12 月 30 日，遵义道桥建设集团发布对其 155.94 亿元

的银行贷款进行了统一展期至 20 年、利率调整为 3.00-4.50%，且前 10 年仅付息不还

本、后 10 年分期还本的重组计划，引发市场热议。作为遵义市最大的城投平台，其

启动贷款重组再度动摇城投债券具有“不破金身”这一市场信仰。财政部长刘昆两度

提及“打破政府兜底预期”也释放出城投企业不再具有政府隐性支持这一强大信用助

力的信号。2022 年以来，各监管部门陆续出台十余条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措施，要求严

压债务增长、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城投企业境内外融资监管环境愈来愈紧，即将

在 2 月生效的《企业中长期外债审核登记管理办法》将对境外债券发行实施更加严格

的监管审核措施，预计在多重压力下城投美元债 2023 年发行规模可能进一步收缩。 

中资美元债市场在未来几年都将面临较大偿付压力，2023 年待偿中资美元债仍

主要来自房地产及金融板块，其中一季度兑付压力最大，市场仍需对房地产企业信用

状况保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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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2 年底统计，2023 年~2025 年中资美元债待偿规模均已突破 1,200 亿美

元，其中 2025 年到期的中资美元债更是高达 1,491.48 亿美元，未来几年中资美元债

市场均将面临较大的偿付压力。 

从 2023 年来看，全年共有 1,350.08 亿美元的中资美元债到期，其中房地产美元

债到期规模达 447.91 亿美元，金融美元债到期规模达 437.88 亿美元，二者合计到期

规模占中资美元债年内到期总额的 65.58%。 

分季度来看，一季度待偿美元债规模达 391.34 亿美元，单季偿付规模为全年最

高，其中仅 1 月就便有 186.80 亿美元到期需要兑付，到期规模创单月到期规模纪录

新高。由于当前房地产企业信用风险出清尚未结束，且在 1 月、10 月均需应对较大

的外债偿付压力，市场仍需对尚未出险的房地产企业信用状况保持关注。 

 

数据来源：Bloomberg，联合资信整理 

图 4.2  2023~2027 年中资美元债到期统计（以未偿额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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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Bloomberg，联合资信整理 

图 4.1  2023 年中资美元债到期分布统计（以未偿额计） 

 

 

 

 

 

 

 

 

 

 

 

 

 

 

0.0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160.00 180.00 200.00

2023-01

2023-02

2023-03

2023-04

2023-05

2023-06

2023-07

2023-08

2023-09

2023-10

2023-11

2023-12

（亿美元）

房地产 金融 工业其他 勘探及生产 商务金融
公用设施 运输与物流 互联网媒体 硬件 其他



 

www.lhratings.com  研究报告 17 

联系人 

投资人服务   010-85679696-8759   chenye@lhratings.com 

相关研究 

【跨境债市研究】2021 年中资美元债市场回顾与 2022 年展望 

【跨境债市研究】一级市场发行有所企稳，二级市场受避险情绪影响依旧低迷——

2022 年一季度中资美元债研究报告 

【跨境债市研究】美联储加息背景下一级市场发行放缓，二级市场持续下探但降幅有

所收窄——2022 年二季度中资美元债研究报告 

【跨境债市研究】一级市场发行创近六年新低，二级市场回报率延续下探趋势———

2022 年三季度中资美元债研究报告 

免责声明 

本研究报告著作权为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资信”）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和发布。如引用须注明出

处为“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

修改。未经授权刊载或者转发本研究报告的，联合资信将保留向其追究法律责任的权

利。 

本研究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联合资信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

或可靠性不作任何保证。本研究报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联合评级于发布

本研究报告当期的判断，仅供参考之用，不构成出售或购买证券或其他投资标的要约

或邀请。 

在任何情况下，本研究报告中的信息和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个人的投资建议。使

用者应结合自己的投资目标和财务状况自行判断是否采用本研究报告所载内容和信

息并自行承担风险，联合评级对使用本研究报告及其内容而造成的一切后果不承担任

何法律责任。 

http://www.lhratings.com/lock/research/17f966783c3
http://www.zichanjie.com/article/172321.html
http://www.zichanjie.com/article/172321.html
https://mp.weixin.qq.com/s/9Wp-HBjL_F2loQFgv4wVEg
https://mp.weixin.qq.com/s/9Wp-HBjL_F2loQFgv4wVEg
https://mp.weixin.qq.com/s/B3XnDkqcZpDv5ntaIiw6DQ
https://mp.weixin.qq.com/s/B3XnDkqcZpDv5ntaIiw6D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