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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强化在亚洲货币一体化中的角色(傅勇；11月2日)

文章作者：傅勇

    日前有媒体报道，亚洲开发银行将从明年开始编制和公布显示亚洲货币加权平均值的亚洲货币单位(英文缩写为ACU)。这一有望成为亚

洲共同货币("亚元")"原型"的货币单位，估计在2006年中期设计完毕并正式公布。 

    亚洲货币单位的出现将进一步推动已初露端倪的亚洲货币一体化进程，这标志着亚洲货币一体化进入"实质"阶段。不过这个实质之所

以要加上引号，是因为从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信息看，亚元的前景依然黯淡。 

    货币一体化的理论基础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蒙代尔提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指的是在区域内采用一种货币或者几种可以

无限可兑换的货币，区域内各国实行固定汇率，并对区域外国家实行统一的浮动汇率。而在经济活跃的亚洲(主要是东亚地区)建立亚元是

这位"欧元先生"提出的第二个大胆设想。然而，即便是拿他自己的理论衡量，这种设想仍稍显"前卫"。 

    蒙代尔认为组成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是要素的流动性，即那些彼此间生产要素高度流动的国家或地区适合组成一个货币区。如果要素的

内部流动性高，则在这些国家(或地区)间发生需求转移所引起的种种问题，就无需通过汇率的变动来调整，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就可以解

决，从而使得汇率变动不再必要，固定汇率得以维持。东亚各国与地区之间人员、资本、技术等流动性较差，并且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流

动限制被进一步加强，所以东亚不满足要素流动性标准。 

    其实，对照麦金农的区域内部开放型、凯南的产品多样化标准、英格拉姆的金融一体化标准，东亚无不相去甚远。更重要的是，由于

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亚洲国家之间存在着比较尖锐的民族矛盾，货币一体化的政治障碍"道阻且长"。 

    不过所谓风物常宜放眼量，亚洲货币一体化符合越来越清晰的经济一体化潮流。首先，历史的发展往往超越人们当时的遐想。在经历

数次货币联盟失败之后(1865年欧洲大陆出现了一个"拉丁货币联盟"；1873年北欧国家建立了斯堪地那维亚货币联盟并维持了长达半个世

纪；欧元之前最近的例子是1967年，由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组成的东非共同体实施的共同货币)，欧元区3年多不太完美的运转已让

欧盟享受了用一个声音说话所带来的空前好处，加之拉美地区美元化呼声的高涨，这些都对新兴的东亚地区进行货币合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其次，随着东亚区内贸易量迅速攀升，实行共同货币通过节约交易成本而给成员国带来的利益空间也就随之扩大。目前，东亚国家与

地区的对外开放度已经很高，尤其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对外开放度都在100％以上，而韩国、菲律宾、泰国以及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也很

高，这同时意味着对汇率波动十分敏感，因此迫切需要稳定汇率，进行货币合作。另外，虽然相对于欧盟，东亚区内贸易额占地区GDP的比

重及区内贸易额占贸易总额中的比重相对偏低，但这两个比重近年均呈增长态势，在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这个趋势尤为明显。 

    最后，从贸易构成来看，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贸易结构的"雁行"分布已逐步扭转，亚洲"四小"的贸易结构已越来越接近日本，东盟四国

的贸易结构也逐渐与亚洲"四小"靠近，区域内差距在显著缩小。 

    总之，虽然眼下东亚与欧盟各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和联系上还有一定的距离，但这块世界最热的经济区正在迅速缩小这种差距，并为东

亚货币合作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 

    因而，尽管东亚的货币一体化是个长期演化的过程，但是如果忽略这种潜力，并采取漠然处之的态度，对中国将是不利的。经过20多

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为开放的经济体之一，外贸和国外资本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和支撑，并且，这个特征在中国经

济崛起的道路上只会得到强化，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由此至关重要。而中国业已走上向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转型，这一方面为东亚的货

币一体化提供了新的推动力，同时也要求中国在这个潮流中充当更加积极主动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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