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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东亚国家和地区在货币金融合作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从马尼拉框架的提出到亚洲债券市场的建立及亚洲货币单位提上议事日程，体现了东亚区域货币合作
在信息协调和资源协调方面已基本达成共识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但是，其在汇率协调以及共同货币区的建立等更深层次的合作方面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进展相当缓
慢。
近20年来，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对外开放程度日益提高，强有力的进出口及强大的外资吸引能
力使得中国在东亚国家中的“市场提供者”角色日益显现。
人民币币值长期持续稳定及中国政府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表现出的高度责任感，使得中国在东亚地区的
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日益增强，人民币的国际声望大大提高。
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入分析和研究东亚区域货币合作进程中的经济、非经济因素障碍及其在汇率合作
方面进展缓慢的原因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同时，随着人民币在东亚区域货币合作进程中地位的不断提高，如何通过推动人民币的区域化及其在
东亚货币合作中作用的显现，进而推动整个东亚货币合作的进程等问题成为了当前需要研究的重要课
题。
    本书注重各章节之间的内在逻辑性，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综合运用了现代经济学的规范分析与实
证分析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历史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等方法。
同时，从文献研究入手，在充分借鉴国际经济理论、收集整理相关经济统计资料的基础上，利用计量
经济模型分析强化了实证研究，将东亚区域货币合作与人民币地位的理论研究密切围绕国际经济特别
是东亚国家和我国的实际，注重理论的可解释性、思路对策的合理性。
从内容安排上看，全书共分为6章，其主要安排如下：    第1章为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本书的研究背
景及意义、相关概念的说明、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的思路、方法、内容安排及本书的创新与不足。
    第2章主要通过构建国际货币体系的系统相容性模型，从理论的角度分析和探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
总体目标与阶段性选择。
在这样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当前以“美元霸权体制”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和不可持续性，
进而深入分析东亚国家和地区积极开展区域货币合作的必然性。
    第3章以最优货币区理论作为研究基础，结合该理论在国内外的研究成果，首先从传统静态指标方面
比较和衡量了东亚地区与最优货币区标准的差距；接着重点从贸易金融一体化与经济趋同性的动态作
用方向与力度入手，利用计量分析工具，围绕对内生性假说的实证检验探索东亚建立最优货币区的可
能性。
    第4章首先从信息协调、资源协调、汇率协调等方面详细描述当前东亚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取得的成绩
，接着系统分析了影响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非经济因素障碍。
在此基础上，结合影响区域货币合作的经济因素，探讨了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路径选择以及导致区域
货币合作特别是汇率合作进展缓慢的深层次原因。
    第5章在综合给定一国货币成为东亚区域主导货币的决定因素的基础上，依据翔实的数据资料，运用
相应的数理统计方法，结合直观的统计图表，系统地分析了人民币满足区域主导货币的条件及其在东
亚国家和地区中的地位。
    第6章在进一步分析中国和人民币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基础上，对人民币成为区域主导
货币给中国经济、金融所带来的影响进行评估。
从而探讨人民币的区域化进程及其对东亚货币合作的积极推动作用。
同时分析指出这一作用的有效发挥还应特别关注和正确处理与美国、日本及东盟各国之间的关系。
    本书的主要观点包括：第一，从国际货币体系的系统相容性来看，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现实和阶段
性选择应为通过区域货币合作最终向世界货币的统一。
同时，在当前以“美元霸权体制”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不可持续的背景下，为了适应国际货币体系
的改革，争取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中的合理地位，东亚各国应积极开展区域货币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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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从经济层面而言，东亚各国已经在一定的程度上满足了最优货币区的相关指标，同时在动态层
面上也满足内生性假定，东亚地区已基本具备建立最优货币区的必要条件。
第三，东亚货币合作进程中还应该充分考虑政治、历史、文化、宗教、政治经济制度、主权意识、“
亚洲传统”以及区域内大国主导下的经济、政治纷争等非经济因素障碍。
同时，导致区域货币合作特别是汇率合作进展缓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东亚区域主导货币的缺失
，区域内缺乏公认的领导者和强有力的推动者。
第四，中国经济的崛起及其在东亚国家和地区市场提供者角色的显现、人民币货币价值的稳定以及人
民币区域化的市场行为等，充分体现了人民币在一定程度上已具备区域主导货币的条件，有望成为东
亚区域主导货币。
第五，人民币成为区域主导货币实际上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进程给中国经济、金融
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但是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人民币区域化对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积极作用，同时，人民币地位的提高及
其对东亚货币合作的推动需要建立在正确处理与美国、日本及东盟各国关系的基础上。
     本书可能的创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在比较和衡量东亚地区与最优货币区传统静态指标的
差距的基础上，利用计量分析工具对内生性问题进行了验证，重点对贸易金融一体化和经济趋同性的
动态作用方向与力度进行科学的计量，从内生性假说入手探索东亚建立最优货币区的可能性。
     (2)依据翔实的数据资料，运用相应的数理统计方法，结合直观的统计图表，分析指出人民币在一定
程度上已具备区域主导货币的条件，有望成为东亚区域主导货币。
     (3)系统分析了东亚货币合作进程中的政治、历史、文化、宗教、政治经济制度、主权意识、“亚洲
传统”以及区域内大国主导下的经济、政治纷争等非经济因素障碍。
强调指出，东亚汇率合作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是东亚区域内缺乏公认的“领导者”和相应的主导货币
。
     (4)通过构建国际货币体系的系统相容性模型，分析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总体目标与阶段性选择。
并结合当前“美元霸权”体制不可持续的现实，进一步深入分析了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必然性。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东亚区域货币合作与人民币地位研�>>

作者简介

谢洪燕，1983年出生，原籍贵州。
经济学博士，现为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
丰要研究方向为世界经济、国际金融。
 
    近年来在《国际贸易问题》、《农村经济》、《统计与决策》、《西南金融》等刊物发表论文10余
篇；主持校管课题《美国金融危机下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研究》；作为主研人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口《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对策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经济令球化条件下的国际货
币体系改革——基于区域国际货币合作视角的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人民币汇率形成机
制的改革与四川对外开放》、西南财经大学“211”工程重点学科、优势学科建设项目等课题多项；参
编《当代资本丰义经济论》、《对外经济关系论》两部专著。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东亚区域货币合作与人民币地位研�>>

书籍目录

第1章  绪论  1.1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1.2  主要概念界定及相关文献综述  1.3  研究思路及内容安排 
1.4  本书的主要创新与不足第2章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东亚区域货币合作  2.1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总
体目标与阶段性选择——基于系统相容性的分析  2.2  “美元霸权”体制的不可持续性与东亚区域货币
合作第3章  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最优动态决策——基于贸易金融一体化与经济趋同性的分析  3.1  东亚
地区OCA静态指标分析  3.2  东亚经济体贸易、金融一体化与经济趋同性的动态分析第4章  非经济因素
障碍下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路径选择  4.1  东亚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取得的成绩  4.2  东亚区域货币合作进
程中的非经济因素障碍  4.3  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路径选择及区域主导货币的缺失第5章  人民币有望成
为东亚区域主导货币  5.1  东亚区域主导货币的条件  5.2  中国经济的崛起及其在东亚国家市场提供者角
色的显现  5.3  人民币货币价值的稳定性分析  5.4  人民币区域化的市场行为第6章  人民币区域化及其在
东亚货币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6.1  中国与人民币在东亚区域货币合作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6.2  人民币
成为区域主导货币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评估  6.3  正确处理人民币区域化中面临的重要关系，推动东亚区
域货币合作参考文献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东亚区域货币合作与人民币地位研�>>

章节摘录

　　危机（“中心国家一外围国家一外围国家”）或者外围国家的危机严重影响到中心国家（“外围
国家一中心国家一外围国家”）以后，中心国家经济所受到的影响就很容易通过溢出效应而影响甚至
转移到外围国家。
可见，在“中心一外围”框架下，国际金融风险逐渐在外围国家累积，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以及系统
稳定性的维护功能更多的是由外围国家担当。
这给外围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不平等。
但是，也应该看到，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 “中心一外围”结构中的危机传递将逐渐由单向
进行转变为复杂的多向联系，从而可能呈现出一种恶性循环的趋势。
如果处于外围的发展中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其负面影响可以通过贸易、金融甚至是人们的预期心理等
渠道在国家地域之间进行扩散和传染，最终将会使得处于中心地位的发达国家难以独善其身。
而位于系统中心的发达国家经济一旦出了问题，那么中心和外围国家都将受到着严重的影响，货币体
系的相容性被打破，整个国际货币体系面临崩溃。
由此可见，美元霸权主导的“中心一外围”框架注定是一种过渡性的体系，国别货币充当世界货币具
有内在的不稳定性。
　　2.2.2.2 区域货币合作——“外围”东亚国家的必然选择　　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给东亚各经济体
带来巨大损失的同时也充分显示了当前东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对于危机爆发的原因以及区域内缺乏必要的金融协调与合作等相关问题，引起了各国、各地区政府和
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东亚区域货币合作也取得了重大的发展。
而事实上，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除了东亚地区本身经济增长模式、对外关系模式存在的缺陷以及国际
游资的冲击、内部金融体系的脆弱等原因外，与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合理性，不公平性是分不开的
，其开启了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进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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