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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晚北京大学朗润园万众楼内灯火通明，人潮涌动，大家关注已久的CCER论坛《人民币汇率政策》

专题讨论会在此隆重举行。当晚的论坛由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巫和懋教授主持，他首先向大家简要介绍了

CCER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自创立之始的三个追求，即规范化、本土化和国际化，CCER论坛的宗旨则是

希望增加大家对于经济学原理与当前政策的了解。随后巫教授介绍了参加当晚论坛的三位演讲嘉宾，他

们分别是来自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卢锋、姚洋、黄益平教授。论坛的评论员则由中央财经大学金

融学院副院长张礼卿教授，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中心主任肖耿教授担任。本次论坛就当前中国经济热

点人民币汇率改革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对话与探讨。 

最先登台演讲的是卢锋教授，他演讲的题目为《大国开放追赶需要弹性汇率制 ---以中国发展为本位求

解汇改难题 》，着重从深化汇率改革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与推进汇率改革时机和方法探讨阐述了他

对目前中国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见解。卢锋提出以我国经济发展根本利益为本位的探讨人民币汇率改革问

题的五方面标准：是否有利于长期增长和结构调整，是否有利于调节国际收支改进贸易条件，是否有利

于短期宏观经济稳定和均衡，是否有利于建立和完善开放宏观政策架构，是否有利于实现做大做强人民

币这样一个根本目标。卢锋认为结合这五个方面与中国实际情况，答案是应该加快深化人民币改革。在

演讲的最后，卢锋表示，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基本趋向应该是脱钩换锚，不仅要脱美元的钩，也要脱其他

发达国家的钩，保证中国币值对内稳定，给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提供一个良好的宏观环境。 

接下来登上演讲台的是姚洋教授。姚洋首先表示从长期来看固定汇率对大国是有好处的。固定汇率可以

把没有利用起来的资源利用起来，通过固定汇率把资源吸引到增长最快的部门。此外，汇率制度还应该

考虑长期经济增长和短期宏观稳定。中国目前经济情况复杂，劳动力市场就业不是很充分，中国的过量

储蓄以及没有很好利用储蓄的情况造成通胀的压力。接下来，在谈到解决汇率问题的政策选择时，姚洋

认为应该实行一种有管理的汇率浮动制度，把长期中美劳动力竞争力增长速度之差作为人民币升值的参

考基准。最后姚洋总结到，汇率制度应该考虑长期经济增长和短期宏观稳定，通过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以

我为主从国内考虑而不是看国外的压力。 

最后发表演讲的是黄益平教授。黄益平指出，目前已经到了不得不改革汇率机制的时候。黄益平表示支

持管理下的浮动汇率,但从长期来看还应转化为市场化利率。在汇率改革过程中,最好的时机是2009年

底,当时中国出口开始复苏，通货膨胀开始由负变正。2010年则相对处于不理想的状况,因为全球范围内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这不利于汇率改革的进行。演讲的最后，黄益平指出现在汇率改革的主要任务不是

升值和贬值,而是汇率机制的改革。人民币汇率盯住一揽子货币要真正实施起来，不再对所有双边汇率

规定一个波动区间，对所有双边汇率确定一个波动区间最后在数学上是没有解的。 

三位教授演讲结束后是论坛两位评论人的评论时间。来自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张礼卿教授表示从总体

来讲对三位专家绝大部分观点都赞成，只有做一些补充。他非常赞同卢锋强调从中国发展的本位来思考

人民币升值的必要性这个问题。张礼卿认为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于经济结构的转型和调整具有非常重要的

意义：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口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当前必须实行经济结构的调整,从过度依

赖外向型经济转向内向型经济。从通胀方面来讲,人民币升值是一种收缩力量,有助于宏观经济稳定。此

外，张礼卿十分认同姚洋教授的中国没有很好的利用储蓄这一观点。张礼卿表示虽然中国是全球第二大

经济体，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大量使用储蓄购买回报率很低的美国国债是荒谬的事情，这是由于过

去外向型经济增长与宏观经济政策失误的造成结果。因此，从根本上解决汇率失衡的问题必须通过调整

更好的利用国家的储蓄，比如采取加大西部的基础设施的投入等国内投资行为。最后，张礼卿认为黄益

平的关于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的问题的判断是正确的。如果国内生产要素价格没有完全理顺，取消资本管

制可能会导致更多的市场扭曲。另外，张教授补充到，实际汇率由国内价格和名义汇率两个方面因素决

定。实际上经常仅仅关注的是名义汇率的变动，而忽视了另外一个影响因素国内价格。当国内价格被压

制偏低的时候，即使调整名义汇率，实际汇率仍然可能是偏低的。反过来如果不动名义汇率光提升要素

价格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制造一些通货膨胀，也可能会导致实际汇率升值。所以在谈论汇率升值的时候一

 



定要基于实际汇率这个概念去讨论。 

接下来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中心主任肖耿在评论中认为，卢峰和姚洋对人民币实际汇率为什么要升值

解释的非常透彻，升值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中国劳动生产率不断增加。但卢锋强调劳动生产率的增加必定

导致人民币实际利率上升，姚洋则指出这种理论在发展中国家不一定成立，原因主要是在中国和其他一

些发展中国家并没有达到全民就业，还有很多剩余劳动力。这种情况在日本、香港都曾经出现过，一旦

达到充分就业工资价格迅速增长，实际汇率迅速升值。肖耿认为这两种分析都很有道理，需要进行更深

一步的讨论。此外，肖耿指出以上几位专家没有提到汇率对资本存量的影响。肖耿认为,近年来人民币

汇率升值压力攀升,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居民的收入上涨的幅度不大,而现行对于通胀预期上升的

统计方式并没有把房价和资本市场的上涨幅度计算在内,这使得通胀压力不能通过劳动生产率来消化,反

而全部集中在汇率问题上面。此外,中国居民对通货膨胀容忍度比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对汇率升值压

力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同时肖耿表示中国的外汇储备尤其是对美元的外汇储备是有泡沫存在的,在未来

应注意汇率对资本存量的影响,长远看来美元贬值是可以预期的,如果未来人民币迫于压力升值的话,这

一部分的损失是非常巨大的。 

在评论结束后，三位演讲教授就评论人的评论做出简要回应。首先卢锋认为，从经济分析角度看，深化

汇率改革利大于弊。改革时间选择关键看宏观形势特点。2008年下半年到2009年初经济增速下滑，存在

GDP缺口时或许不便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去年总需求V型回升，目前总需求走强和通胀预期走高，再次

为加快改革提供适当时间窗口。我们应排除外部干扰，凝聚内部共识，抓住有利时机，果断深化改革，

避免被动拖延造成更多损失。然后是姚洋的回应：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资产价格大涨。汇率不仅仅是

价格，在这一点上姚洋同意肖耿的看法，汇率不同于一般的商品价格，汇率是调整收入分配的一个很重

要的手段，但中国常常忽略掉这一手段。如果要调整产业结构，更公平的调整方法还要进行进一步的讨

论，并表示对于目前经济问题最清晰的建议往往是失败的。对于肖耿教授建议解决汇改失衡使用通胀的

办法，黄益平表示解决汇改失衡的问题需要综合性的措施，虽然肖耿教授的通胀办法看起来不错，因为

升值可能是实际汇率升值，价格上升和名义汇率升值双管齐下。但是通胀以后对新兴市场国家来说，首

先是要控制通胀很难，目前货币政策体系很难控制住通胀。其次通胀的政治后果要远远超过名义汇率升

值的政治后果，所以两者结合他还是比较偏向于汇率比较灵活的体系。 

论坛的最后环节是自由提问时间。挤满了会场的观众们热情高涨，犀利而深刻的问题层出不穷。会场的

经济学家们均耐心地回答了观众提出的问题，精彩言论博得了在场的阵阵掌声。在论坛结束后，意犹未

尽的观众们纷纷向前与经济学家们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据悉，当晚的论坛吸引了多家媒体进行报道采

访。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自1994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为北京大学的教学科研，为中国经济

的改革和发展做出贡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是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基础上新组建的科研

教学机构，通过这一个开放的、跨学科的、多专业视角的平台，完成更高水平的综合性知识集结。CCER

将秉持一贯的风格，致力于学术与科研，为推进经济学科建设，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当代经济学理

论的研究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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