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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货币单位推出对中国意义不大(2005年12月8日)

文章作者：易宪容

    亚洲开发银行行长特别顾问、区域合作部主任河合正弘近日对外界宣布，亚洲开发银行在2006年6月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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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CurrencyUnit”。 

    亚洲货币单位是参照欧元的前身欧洲货币单位设计的，采用“一篮子货币方式”，将组合进日本、韩国、中国以及东盟10国等13个国家

的货币，反映和组合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贸易额等比例，所以人民币、日元和韩元的比重较大，分别是34.79%、27.8%、9.76%。亚洲开

发银行每天将在自己的网页上公布亚洲货币单位对美元、欧元以及对各成员国货币的汇率。 

    由于日本学者对于“亚元”的研究与设计并没有得到亚洲各国政府的响应，只好退而求其次提出“亚洲货币单位”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下，

并不必然地涉及到区域内的汇率合作，只是编制亚洲货币单位，希望有助于帮助区域内各个经济体明确区域内货币相对价值的变化和亚洲货

币整体价值的变化，并为将来区域内汇率合作的政策对话提供更加明确的依据。 

    对于推出亚洲货币单位，现在我们要思考的是，编制与发布亚洲货币单位的意义何在？为什么日本的学者会对此甚感兴趣？编制亚洲

货币单位也会如欧洲一样由此走向亚洲货币合作的体系吗？还有，这种“亚元”合作体系确立也会如欧元一样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吗？ 

    对于“亚洲货币单位”，其固然可以为我们多提供一种国际金融市场的信息，但没有它，对中国市场的影响也不大。指望通过编制这种

指数来达到亚洲区域性金融市场的合作肯定是不容易的事情。至于日本的学者为什么对编制亚洲货币单位如此感兴趣，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希

望在目前日本经济远远超过中国经济的条件下来主导地区金融市场合作。 

    一般来说，经济上的合作当然是交易成本最低的方式。无论是区域性经济合作还是企业之间的合作都是如此。但货币的合作比一般的

合作更为复杂得多，因为货币的主权性使得这种合作谈判成本、协调成本会十分昂贵。如果这些成本高于合作的收益时，那么这种货币合作

是不可能的。 

    从欧元的情况来看，尽管花了几十年的努力，但欧元的出现并没有达到经济理论家们所预想的结果，成长为与美元鼎立的货币。从欧

元所在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历史背景与渊源、文化价值观念及地理位置来说，其同者肯定会比异者多，而在这样的条件与背景下，欧元诞

生都没有达到经济学家们理论预期之结果，那么，如果亚洲亦步亦趋地也想设立一种“亚元”，要达到其预想之结果更是不可能。 

    我们可以看到，从亚洲的情况来看，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去甚远：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文化背景、相差很远的价值观念、

相差悬殊的地理环境、不同的政治制度等，要想在相差悬殊的国家之间达到一种货币协议，其成本肯定十分高昂。特别是日本与中国，政治

制度与价值观念相差如此之大，现在仅是表面上的事情，冲突都如此之大，如果涉及到更为深层次的经济利益问题，其冲突的激烈程度一定

会更高。 

    至于区域性货币合作，经济学家可以罗列很多理由，如维护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稳定、在整体上维护东亚的利益和推动全球国际收支

平衡、有助于防止区域内经济体之间以邻为壑的货币贬值政策及推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削弱美元霸权、重建全球金融秩序等，但这可能

是一种理想，要达到这种目标谈何容易。因为，在目前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基础。 

    因此，对于经济发展中的中国来说，最为重要的是如何用自己的力量让国家经济真正强大起来。我们可以与他国合作，但不能让渡经

济主权。更何况，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广阔的空间，自己内部的合作具有无限的潜力。还有，由于亚元合作的基础目前只是在理想中，因此要

谈亚元这种合作对人民币汇率产生什么影响是不可能的。 

    总之，亚洲货币单位推出对中国的意义不大，我们不必太多地去关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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