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入本站旧版   
站内信息检索

  搜索

《国际金融研究》2005年第7期                                                [PDF全文下载] 

对《清迈协议》的评估及改革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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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清迈协议》是当前东亚货币金融合作中所取得的最重要的制度性成果。2005年5月《清迈协议》需要重新审

议，因此对《清迈协议》的评估和改革将影响到未来东亚货币合作的进展。本文试图简要评价进一步推进《清迈协议》的

意义、评估《清迈协议》当前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并提出推进《清迈协议》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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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2000年5月，东盟10+3财长在清迈共同签署了建立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的协议，即《清迈协议》 (Chiang Mai 

Initiative）。《清迈协议》主要包括两部分：首先，扩大了东盟互换协议(ASA)的数量与金额；其次，建立了中日韩与

东盟国家的双边互换协议。之后，东亚10+3货币互换机制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截至2003年12月底，中、日、韩与东盟10

国共签署16个双边互换协议，累积金额达440亿美元。 

    迄今为止，《清迈协议》是亚洲货币金融合作所取得的最为重要的制度性成果,它对于防范金融危机、推动进一步的

区域货币合作具有深远的意义。但是，《清迈协议》发展至今也面临着很多新的挑战：东亚经济在遭受金融危机打击之后

逐渐复苏，对于加强区域货币合作的动力已经不像危机刚刚过后那样迫切。但新的潜在外部冲击和金融风险已经出现；

《清迈协议》的规模、贷款条件等都受到批评，其预防和应对金融危机的有效性受到质疑。甚至有的评论认为其象征意义

大于实际效果；对于《清迈协议》的未来发展目标和路径仍然存在诸多争议，是否需要多边化和机制化，以及如何实行多

边化和机制化都尚未形成共识。本文试图简要评价进一步推进《清迈协议》的意义、评估《清迈协议》当前存在的问题和

缺陷并提出推进《清迈协议》的政策建议。 

    二、东亚经济面临新的潜在外部冲击以及冲击的不对称性 

    ......

    三、《清迈协议》评估 

    ......

    四、如何进一步完善《清迈协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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