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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亚洲开发银行于1992年发起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GMS）其宗旨是加强经济联系，消除贫困，促
进发展。
历经了16年的实践，成效是显著的。
国民经济、社会事业发展呈现互补、平等、互利，次区域各国人民的生产、生活水平都有较快的提高
。
在经济社会事业合作取得成效的同时，促进了次区域人民的友谊和互助，促进了政府间互信、友好，
形成了世界经济社会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形成世界少有的和平、睦邻、友好、合作、互助的区域国
家关系。
而且，CMS的部长级会议、领导人会议一次比一次都在加深互助友好合作的意图和商定合作的重点领
域，进一步实施合作，谋求更大的发展，使发展前景更为远大和光明。
　　GMS第三次领导人会议，我国总理温家宝就合作的八个方面作了发言：1．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交通走廊建设；2．运输、贸易便利化，落实《大湄公河次区域便利客货跨境运输协定》；3．促
进农村发展，中方帮助区域内国家的沼气建设，4．开展卫生合作，加强边境地区传染病联防，保障
人民生命安全；5．保护环境，执行好“生物多样性走廊项目”；6．开发人力资源，中方帮助培训人
次翻一番；7．鼓励非政府参与合作，加强政府与商界的伙伴关系；8．拓宽融资渠道，希望亚洲开发
银行进一步发挥融资的带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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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金融领域合作的滞后极大地影响了该区域经贸合作的深入发展。
次区域各国间既存在着诸如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一致性程度高、各国经济开放意图明确、各国外贸依存
度水平高、与世界经济整合成效显著、区域内贸易一体化程度明显优于欧盟成员国、金融市场化程度
及利率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及利率联动效应较为显著等有利于金融合作的因素，也存在着诸如经济周
期一致性不高、要素流动性差、与世界金融市场的融合程度低、汇率政策缺乏协调以及外汇管制严重
等不利因素。
基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经济与金融一体化的现状以及开展金融合作的潜力与困难，次区域各国与国
际社会应当立足区域发展的长远利益，坚定而循序渐进地推进该区域的金融合作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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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理论篇　　1　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研究综述　　1.1　基本概念　　货币（money）在现
代主要是指纸币，是指由国家发行的并强制流通使用的货币符号。
它本身没有价值，它的价值是由国家赋予的，具有无限法偿能力。
国家发行货币当然是为了满足商品的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的需要，同时国家也取得了铸币收入。
铸币收入有人称之为“最终收入”（revenue of last resolt），即如果一个政府失去了任何收入来源，它
也不会失去铸币收入。
在完全的货币同盟中，虽然一个国家失去了发行本国货币带来的铸币收入，但是它可以参与同盟内铸
币收入的分配。
　　联盟（union）是指有关国家通过相互合作在某个经济领域或政治、军事领域达成的具有一定法律
约束力的共同行动安排。
联盟的行为主体一般指国家，联盟参加国对所签订的条约的履行负有义务，联盟一般具有排外性。
联盟是由各国通过合作产生的，是合作和一体化的最终和最高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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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湄公河次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理论、基础与对策》是首项专题研究，该专题从实际出发，运
用理论原理解决现实问题，研究用大量的数据和篇幅分析了中南半岛五国的工业、农业、贸易、货币
、汇率、市场需求⋯⋯及其与中国货币政策、利率机制、汇率机制的联系，进行相互间的比较与衔接
，参考了国际区域货币合作的模式和经验，提出大湄公河次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的许多见解。
除在金融合作方面具有参考价值外，对国民经济合作、社会事业合作将起到金融反作用于经济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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