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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日两国学者的合作之作。
它通过“对话”的形式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特别是东亚经济的影响，在展望后危机时代东
亚经济发展的同时，着重探讨了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发展前景以及在此过程中人民币与日元合作的必
要性与可行性。
　　本书按照“国际货币体系与东亚——亚洲面临的国际环境”、“日元国际化与东亚”、“人民币
国际化与东亚”和“亚洲货币合作的现状与未来——中日两国的合作之路”四个问题的顺序，以中日
各一名学者做专题论述的方式，充分地展开讨论。
这也正是本书以“中日学者的对话”为副标题的缘由。
这其中，之所以将“日元国际化”问题置于“人民币国际化”之前，主要是考虑到日元国际化早于人
民币国际化近20年的时间且积累了许多经验与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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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晓,中国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兼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

　　【主要成果】《亚洲的超越——构建东亚区域货币体系与“人民币亚洲化”》（合著），当代中
国出版社2006年版；《“日元国际化”的困境及其战略调整》，《世界经济》2005年第6期；《人民币
的升值动向及其亚洲战略》，（日）《国际金融》2007年7月1日号；《全球金融危机下东亚货币金融
合作的路径选择》、（日）《国际金融》2009年10月1日号。

　　上川孝夫，KAMIKAWA，Takao，日本横滨国立大学大学院国际社会科学研究科教授，兼任日本
国际经济学会理事。

　　【主要成果】《现代国际金融论（第3版）》（编著），有斐阁2007年版；《国际金融史》，有斐
阁2007年版；《东亚共同体的设计》（合著），日本经济评论社2006年版；Finanse in the of the
Corporate Economy，coauthor，Ashgate Pub，UK，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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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Ⅰ  国际货币体系与东亚——亚洲面临的国际环境　第1章  全球金融危机的形成、发展与亚洲的未
来    引言    1 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    2 全球金融危机与亚洲    3 世界格局调整的启动    4 亚洲货币金融合
作的未来    结语    参考文献　第2章  全球金融危机与亚洲：影响、关联及挑战    引言    1 此次全球金融
危机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区别    2 世界金融危机对亚洲的影响    3 亚洲经济增长模式与当前世界金
融危机    4 国际收支失衡中的亚洲与全球金融危机    5 亚洲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困境    6 亚洲经
济体的对策    参考文献Ⅱ 日元国际化与东亚　第3章  日元国际化：回顾及其新的亚洲战略    引言    1 从
固定汇率到浮动汇率    2 意见不一致的日元国际化    3 日本版金融大爆炸的本质    4 亚洲共同货币构想
、日元国际化与21世纪的世界金融、经济危机    5 日元国际化和东京国际金融市场的现状与展望    结语
   参考文献　第4章  日元国际化的发展历程及其战略调整：    中国学者的评价    引言    1 日元国际化的
历程    2 日元国际化的战略调整：日元的亚洲化道路    3 日元国际化的机遇与挑战    参考文献Ⅲ  人民币
的崛起与东亚　第5章  人民币的崛起与亚洲化、国际化战略    引言    1 人民币在亚洲崛起的主要表现及
特征    2 人民币崛起的主要动力    3 人民币崛起对中国、亚洲和世界的意义    4 人民币亚洲化、国际化
的战略    结语    参考文献　第6章  人民币的稳定化、国际化与东亚货币体制的将来    引言    1 中国汇率
政策的困境    2 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问题与课题    3 从世界金融危机到亚洲货币合作    结语    参考文献
　第7章  亚洲货币合作与中日协调：中国的视点与构想    引言    1 亚洲货币合作的进展    2 现阶段亚洲
货币金融合作面临的主要困境及其根源    3 现阶段亚洲货币合作的必要性与条件    4 亚洲货币合作的未
来发展方向与路径    5 亚洲货币合作中人民币与日元的协调    参考文献　第8章  亚洲货币合作与国际货
币金融体系的未来前景    引言    1 亚洲货币金融合作的目标    2 世界金融危机的原因及其对策共识    3 国
际货币体制的重建与人民币的国际化    4 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中日两国面临的亚洲货币金融合作的课题    
结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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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格不断下跌，出现了费雪（Fisher，I）所说的“负债一通货紧缩”⑧（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还出
现了一次产品价格和农产品价格的下跌）。
第五，在国际货币体系方面都是遇到了关键货币的动荡时期（前者是英镑和美元，后者是美元和欧元
）。
　　虽然有以上共同之处，但是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并非单纯是过去历史的再现，有其新的特征。
　　第一，1929年的大恐慌发生在金本位制下，而此次危机发生在脱离金本位制后的管理货币制度下
，因而此次可动用的宏观政策余地较大，实体经济的下滑没有大恐慌时期那么严重。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主要发达国家的国债债台高筑，并受到零利率的制约，因此也产生了新的困难，
这一点不能忽视。
　　第二，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关联上来看，自1929年大恐慌以来，寡头垄断化和金融全球化程度进
一步加强。
此次危机可以说是在现代全球化资本主义下发生的第一次世界性危机⑨。
同时，在金融创新方面，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经济热潮中出现了投资信托的普及和发达的分期付款制
度；而此次热潮中出现的是IT技术迅猛发展所带来的证券化和衍生金融商品与高度复杂的金融交易纠
结在一起，这是此次危机的特点。
　　第三，在金融机构破产方面，20世纪30年代初发生了商业银行的存款挤兑，出现了三次“银行恐
慌”。
而此次危机的特点是依附市场资金经营证券化业务的投资银行和经营衍生金融商品的保险公司等陷入
了严重的经营危机。
这是存款——借贷市场转向证券化衍生金融商品市场这种金融市场的历史性构造变化所导致的。
结果，美联储也不得不对商业银行以外的金融机构发挥其作为“最后贷款人”的作用0。
　　第四，在国际合作方面，可能是出于对20世纪30年代经济集团化以及1933年伦敦世界经济会议失
败的反省，20世纪30年代尚未设立的IMF等国际金融机构在此次危机中进行了紧急融资（国际公共信
用），迅速采取了对应行动⑩。
　　②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国际货币体制与世界不均衡（以中期视角来看）　　以中期视角来看，此
次全球金融危机是在关键货币发行国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不断扩大，依靠海外巨额资金流入来平衡收
支这种状况下发生的。
因此，“次贷危机”从一开始就具有全球性这一属性。
美国国际收支失衡的起点，可以说是1971年8月黄金和美元可兑换性的终止及1973年春浮动汇率制度的
采用。
20世纪70年代初的这两个变化，使得国际货币体系成为基本上听由市场运作的“没有制度”的体系。
这个变化的时间长度处于上述的长期和以下将要叙述的短期的中间，因此把它称为中期（但是，比金
融学上所说的中期的概念要长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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