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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区域货币合作理论与路径》一书以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演变和其区域化特征的梳理为起点，结合
当前全球经济失衡背景下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调整、国际货币合作与货币竞争及区域化发展趋势等诸多
因素，从理论和实践角度分析区域货币合作的理论原因、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其对国际货币体系均
衡健康发展的重要作用；在此理论和实践背景下，通过总结欧元区、东加勒比海、海湾地区等目前区
域货币合作的经验，分析东亚货币合作的理论根源和经济利益，进一步研究东亚货币合作深化过程中
的合作机制，探索实现路径，估算其最优区域储备库和最优共同货币篮子，并提出了中国在区域货币
合作过程中的地位和金融战略。
相信这本著作能够把目前区域货币合作的理论和国际实践较为系统地、完整地介绍给国内的读者，同
时为决策者的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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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是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
美元与黄金的汇兑关系解除后，美元的稀缺程度减轻，5DR并未如设计的那样成为主要储备资产取代
美元和黄金，国际储备多元化发展趋势已定。
虽然美元仍然是最主要的国际货币，但其在国际储备中的占比在逐渐降低，德国马克、欧洲货币单位
和日元、瑞士法郎等其他货币开始成为国际储备资产。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发展中国家官方外汇储备90％由六种外币组成：美元60％，其余是日元
、德国马克、英镑、瑞士法郎和法国法郎（R.Gilpin，1989）。
同时，虽然黄金被非货币化，但黄金仍然被各国中央银行紧握手中，成为重要的储备资产。
　　储备的多元化改变了过分依赖单一国家货币的局面，发展中国家开始根据本国情况自主选择外国
资产，根据国际经济形势变化调整国际储备结构，多种外汇币种可供选择，也一定程度解决了外汇储
备供求关系紧张问题。
但是，这些外汇的产生仍然是货币发行国家的逆差。
“特里芬两难”问题得到缓解，从一个主权货币到几种主权货币，但问题仍然存在。
这些主权货币的币值稳定和其逆差带来的贬值问题依然存在，多种储备货币的稳定性需要国家间的宏
观政策协调。
由于各国货币软硬变换频繁，外汇储备在集中货币之间转换，再加上国际游资对汇率变化进行投机，
外汇市场剧烈波动，加大了各经济体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货币数量和利率汇率政策决策的难度。
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基础薄弱、管理货币的政策经验缺乏及物质、人才和技术的储备不足，在国际
贸易和储备管理方面面临重大挑战，管理国际储备的成本大幅增加。
20世纪80年代美元和日元汇价变化之战，使持有美元和日元的发展中国家遭受意外损失。
此外，持有美元储备的日元债务的发展中国家，美元贬值使得外汇储备损失的同时，债务负担加重；
随之而来的发达国家联合干预使美元对日元升值，又导致另一些发展中国家再度受到汇率风险。
对于发达国家对汇率的操纵，发展中国家只能承受其带来的汇率风险。
　　二是汇率制度安排多样化。
牙买加体系给与了浮动汇率以合法地位，允许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并存，各国可根据经济情况自主作
出本国汇率安排，国际货币体系从此进入以浮动汇率为主体的多种汇率体制共存的阶段。
到20世纪80年代末，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全部施行浮动汇率制度，有联合浮动和单独浮动两种形式。
其他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货币或是独立自由浮动；或是钉住美元、英镑等某一强势货币；
或者是联系SDR、欧洲货币单位等“一篮子”货币，采用联系汇率（或钉住汇率）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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