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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货币金融体制改革的法律问题/政法社会系列/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文库》编著者廖凡。

全球金融危机重刨世界经济，至今余波未平，暴露出既有国际货币金融体制的深层缺陷。
本书以后危机时代国际货币金融体制的改革为研究对象，着力探讨其间涉及的若干重要法律问题。
作者刻意选择国际货币体制和国际金融监管这两个与金融危机关系最为密切，各种讨论、争议和举措
也最为密集的领域，对相关改革及其所涉法律问题加以细致深入的分析，以期见微知著，获得更加细
致深八、更具理论和实践价值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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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扩大特别提款权使用范围和增强其流动性的理想方式是让其进入商业领域，亦即开
辟特别提款权的私人交易市场，使其不仅限于官方往来。
然而，下列原因导致推进私人使用特别提款权的努力收效甚微：（1）不同于货币代表者对于货币发
行者的请求权，特别提款权并非针对IMF的请求权，而只是对IMF成员国持有的可自由使用货币的潜
在请求权；（2）特别提款权的价值和收益不是由市场决定，而是由IMF决定并反映其组成货币的价值
和收益，从而不能自由地针对供求变化做出回应；（3）私人市场业已发展出各种替代金融工具，能
够代替特别提款权起到汇率对冲的作用。
②因此，短期来看特别提款权商业化的可能性并不大。
 在此情况下，较为现实可行的做法是为IMF成员国提供持有和使用特别提款权的更多机会和动力。
开设IMF“替代账户”（SubstitutionAccount）是一个可能的选择。
这一设想最早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提出并引起热议，在目前改革国际储备体系的讨论中又再度受到关
注。
替代账户的基本内涵是建立一个IMF统一管理下的单一储备账户，发行特别提款权债务凭证。
成员国用其美元或其他外汇储备购买债务凭证获得相应债权，并可以特别提款权自由换回其原有外汇
储备，IMF则使用由此获得的外汇储备进行投资并向成员国支付利息。
特别提款权替代账户可以为储备持有国提供替代投资选择，同时也有助于减少对美元的过度依赖，在
更深层的意义上则是IMF集中管理成员国外汇储备的一种手段。
事实上，周小川行长2009年提出的关于建立IMF开放式储备基金的设想正是对替代账户制度的重申和
阐述：“基金组织集中管理成员国储备，也将是推动SDR作为储备货币发挥更大作用的有力手段。
基金组织可考虑按市场化模式形成开放式基金，将成员国以现有储备货币积累的储备集中管理，设定
以SDR计值的基金单位，允许各投资者使用现有储备货币自由认购，需要时再赎回所需的储备货币，
既推动了SDR计值资产的发展，也部分实现了对现有储备货币全球流动性的调控，甚至可以作为增
加SDR发行、逐步替换现有储备货币的基础。
” 创立以特别提款权计价的资产也有助于增强特别提款权的吸引力。
2009年，IMF在历史上首次批准发行总额为15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债券，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
市场经济体认购积极。
其中，中国认购不超过500亿美元，巴西和俄罗斯分别认购不超过100亿美元。
此举在为IMF提供应对危机所需资源的同时，也为新兴经济体庞大的外汇储备提供了分散投资的机会
。
而且，若能持续乃至常规地推出，这些以特别提款权计值的有价证券本身就能成为特别提款权“币值
”的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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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际货币金融体制改革的法律问题》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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