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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这是第一部系统研究亚洲货币一体化问题的著作。作者为21世纪的亚洲区域一体化提供了一个灵活视角。在这

本书中，关世雄提出日本与亚洲邻国之间应建立日元区——这些国家将使用日元作为国际货币，维持与日元汇率的稳定。

他通过结合自身作为日本首相、日本财务大臣以及其他顾问委员会成员的经历以及理论上的分析，认为日元区的建立不仅

有利于亚洲邻国的利益和日本自身的利益，而且还有利于国际货币秩序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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