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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货币方面的变动，常常是经济变动的重要根源。
经济货币化是一个必然趋势，中国货币供给量不断增长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经济的货币化过程需要
不断注入货币增量，二是货币总量扩张与经济主体的货币需求形成机制密切相关。
货币扩张是经济增长中不可避免的结果，1994年汇改以来，外汇储备的迅速增长加大了控制货币供应
量的压力。
    汇率问题一直是世界经济中的热点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各国只有实行合理的汇率制度，
制定恰当的汇率政策，才可能实现本国经济的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
    本书各章的结构如下：    第一章讨论短期与长期中汇率、货币、价格与产出之间的关系，按照从货
币到价格，再到汇率，汇率传递的线索，为全书具体内容的展开构建了一个分析框架。
    围绕货币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存在着许多争论。
充分发挥货币的职能作用，是现代市场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
货币有其自身的规律，并且货币对实际经济会产生作用，货币影响实际经济的渠道包括技术冲击与生
产率变动等。
货币与产出水平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经济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历来是争论不休的话题。
汇率与产出之间也存在密切的关系，汇率影响产出的一个关键渠道是净出口，出口被认为是经济恢复
的催化剂。
       第二章从共性与个性的角度分析中国的货币化进程，将货币化的一般过程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
分析在货币化进程中货币政策该怎么做？
人民币汇率又有什么作为？
贸易方面的反应又将怎样？
    中国的货币增长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具有内生性，据谢平(1996)分析，中国的经济改革较为成功有两
个重要因素，其一是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其二是没有发生东欧国家那样的持续的高通货膨胀，
而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货币化过程。
转型经济中的货币化过程导致超速的货币供应，使政府得到了巨额的货币发行收入；这些货币发行收
入在改革的进程中提供了一种利益补偿机制，因此货币化过程提供了无通货膨胀情况下维持改革速度
的有利条件。
经济改革本身需要付出巨大成本，这种成本在改革初期没有相应的收益来抵补，往往要用货币投放来
支付，因此存在通货膨胀的可能。
改革初期经济的低货币化状态使制度变迁过程得以与经济的货币化过程同步推进，从而避免了通货膨
胀陷阱的困扰。
    第三章探讨货币政策中的货币与汇率传导机制，探讨在货币政策非中性的前提下的传导机制。
货币政策能够多方面地影响宏观经济发展，研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和减少货
币政策作用时滞的必要途径。
本章按照1993年以来经济发展的四个阶段，具体分析了我国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
    对我国1996-2008年间的汇率传导途径的计量分析表明，货币政策对汇率的影响显著，而汇率对物价
以及产出的影响不显著。
然后对美国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并进行了中美的对比分析。
货币政策汇率传导途径能够拓宽货币政策作用渠道，减少货币政策传导时滞。
在开放经济中可以将汇率传递程度作为货币政策的作用目标，从而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第四章对中国出口行业不完全汇率传递进行实证研究。
中国是一个对外贸易依存度很高的发展中国家，出口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受到汇率变动及
汇率传递很大的影响，包括出口商品的国际定价等问题。
    自1994年汇率并轨后，汇率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发重要，汇率变动会导致进出口商品价格变
动，进而对整个经济水平产生影响。
本章通过实证回答了中国汇率传递的程度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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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中国比较有代表性的出口行业——家电行业，验证了中国出口行业确实是存在不完全传递情况，
并具体研究了中国不完全汇率传递的主要原因。
    仅分析汇率传递系数的大小是不够的，第五章讨论在汇率传递程度上理论与现实的明显冲突，对影
响汇率传递程度的因素进行较全面的回顾。
    汇率传递理论的理论基础在现实中很难满足，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汇率传递不完全的原因，代
表性的观点主要有静态的市场不完全和产业组织理论，认为汇率不完全传递是由于世界市场的不完全
竞争；从动态供给角度分析的沉没成本理论，强调供给因素对汇率传递的影响，考察企业进入和退出
决策；从动态需求方面考虑的市场份额理论以及生产全球化理论等，强调了需求因素对汇率传递的作
用。
在国际定价策略方面，本章分析了企业采购策略、品牌价值等因素对汇率传递程度的影响。
    第六章讨论人民币汇率传递对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出口商品结构可以反映一个经济地域与其
他经济地域进行贸易中的比较优势产品，体现该经济体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汇率传递通过三种机制影响出口商品结构。
在商品价格方面，推导了汇率对进、出口价格和国内消费价格的传递系数；在贸易条件方面，介绍了
汇率在不同贸易条件变动中的作用；在国际竞争力方面，介绍了汇率作为重要因素之一如何影响国际
竞争力。
本章分别测算出汇率对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额的弹性，发现人民币汇率变动对
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影响大于资本密集型产品，长期内这将会影响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
    第七章谈汇率传递的经济增长效应，从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角度来分析经济结构的调整，防范汇率
危机，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实证分析表明，我国的汇率传导途径与美国存在较大差异，我国的汇率传导途径不畅。
本章从应对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两方面分析了货币政策汇率传导途径将如何发挥作用。
为充分发挥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作用，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应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提升人
民币的国际地位。
此外，为优化贸易地位，我们应该调整出口结构，通过政策扶持增强企业的定价能力，改善贸易条件
、提升出口商品国际竞争力和实施战略贸易政策等。
    本书有两个鲜明的特色：    一是注重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出口的分析，我国是出口拉动型
经济，人民币汇率对出口以及经济增长的作用巨大。
作者具体分析了中国出口行业的汇率传递程度，及人民币汇率不完全传递对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
。
    二是注重对中国和美国之间进行对比分析。
本书对货币政策汇率传导途径的三大环节进行了中美对比分析，研究美国的经验和教训，以期找到货
币政策传导途径在开放经济中的发展趋势。
文章还对中美两国出口商品结构进行了对比，并提出了旨在优化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对策。
    不完全汇率传递对许多问题的分析都有意义，它将影响到经济冲击的国际传递，有助于预测真实汇
率的波动及进行国际货币政策的福利分析，因此对不完全汇率传递效应的全面分析还需要我们更加深
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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