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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國政府口頭上經常宣示要去美元化，也採取了一些措施，如水、電費、郵資、政府規費，公務人員薪水必須以柬幣支付、商

品必須主動標示瑞爾價格等。此外，柬埔寨沒有徵收個人所得稅，但每月徵收薪資稅（ salary tax）。柬國友人笑說，剛開始要求以

柬幣支付時，還造成民眾拿一大袋柬幣、大排長龍繳稅的「擠稅」情況，若是一年繳一次，可要好幾個袋子。此種狀況在銀行、稅

務帳務資訊連線後才稍加解決，但利用銀行服務者也仍然有限，「金融普惠」（ financial inclusion）成為柬國微型金融機構最主要的

目標。柬國現今模規最大的 ACLEDA 銀行，1993 創立時就以非政府組織型態的微型金融機構起家。  

 

推動瑞爾流通最積極者非柬埔寨國家銀行莫屬，其為提高柬幣市面流通，採取許多有創意的政策和行政指導：如調高美元存款

準備率至 12％，但柬幣則只有 8％，希望減少美元市場流通；引導柬幣存款利率上揚，平均比美元高約 2～2.5％，以鼓勵瑞爾使用。

但銀行「下有對策」相應讓柬幣放款利率比美元高 2～4％，變相打消瑞爾貸款誘因。2017 年央行乾脆直接下令，所有金融機構的

放款額，瑞爾放款比例在 2019 年底須達 10％；每年投入鉅額柬幣，向銀行和匯兌公司買入美元，2015 年上半年賣回 4.13 億美元、

2016 年上半賣回 4.89 億美元，2017 年全年投入 9.15 億，2018 年投入 8.75 億美元。兌幣公司因此獲利不少，其中實力最強者當

屬李華錢幣兌換店，其甚至有影響瑞爾對美元匯率的能耐。柬國在吸引外資，與國家尊嚴榮、政策自主上左右為難，只能採取鼓勵

措施，不願斷然禁止美元流通，看來要不美元霸權崩盤，或是柬國強制國內禁用美元，短期內很難去美元。  

 

此外，近年來還有另一股可能妨礙提高柬幣流通的力量：中國大陸野心勃勃的一帶一路倡議，夾帶著人民幣國際化的企圖，希

望在柬國增加人民幣的交易。中國對柬國的部分投資、官方援助及貸款、甚至柬國銀行向中資銀行的借款都以人民幣支付。而中國

觀光客、留居人數增多（西南邊的西哈努克港（Sihanoukville）據估計更有 2 成常住人口有中國籍），市面上使用人民幣現金交易的

情況也增多了，如在一些觀光景點，小販看到中國觀光客也會脫口而出可用人民幣交易。而銀聯卡、支付寶、微信支付也來愈來愈

普及。據中國銀行暹粒支行統計，2016 年在吳哥窟所在的暹粒（Siem Reap）省，銀聯卡交易總額就高達 1 億美元，該支行 2017

年 4 月就運送了 1070 萬人民幣現鈔至香港分行存放。9 月時，中柬雙方宣布人民幣和瑞爾直兌匯率，不用再透過美元，鼓勵雙方企

業的跨境交易不用美元，改採人民幣計算。  

 

2018 年 10 月，柬埔寨國家銀行副總裁桑尼盛（Sum Sannisith）在一場財經論壇中發言說，「柬國可從人民幣國際化得利」、「確

保中國商品進口者可以獲得人民幣貸款、讓民眾在本地金融機構開戶，方便以人民幣支付」。柬國媒體將其解讀為「央行鼓勵人民幣

在柬國市場流通」，逼著央行官員召開記者會澄清說，並非鼓勵人民幣作為日常支付貨幣，而是兩國的跨境貿易交易及銀行清算，「中

方出口到柬國可以人民幣支付，柬國出口到中國則以瑞爾交易」。  

 

柬埔寨美元化歷程十分特殊，隨著中國的人、錢大量湧進柬埔寨，人民幣在市場上的交易也逐漸增多，有趕上在柬越邊境使用

越盾、柬泰邊境使用泰銖的情況。但柬國官方絕不想以人民幣化取代美元。我想，若柬國官方放任商家自行決定消費者若以柬幣結

帳時，需支付較高的美元匯率，包括外國觀光客的消費者就樂得用美元，也更難去美元化。  

 

對了，我要用 Line 通知剛出暹粒機場的朋友，最後一晩在金邊皇宮旁的洋人街餐廳，不要因為想花完柬幣，就用柬幣付費，那

邊匯率可都算 1：4200。  

 

「拿回來，我算你 4050 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