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币国际化前景及相关问题

  [编者按 ] 2010年 6月 4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5现代国际关系6杂志举办了议题为 /人

民币国际化前景及相关问题 0的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

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以及中国农业银行等教学科研和

金融单位的 2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的具体问题主要有: 人民币汇率的本质,人民

币国际化的条件、进程及路径,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等。与会专家学者各抒己见,相互启发,就相关

议题提出了不少深刻见解。本刊在此发表这次研讨会的主要观点,以飨读者。

从国际战略视角对当今国际金融体系的再认识

马小军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 )

  笔者并非经济学家, 更谈不上对金融学的学术

专攻, 只是想借此机会向各位经济学特别是金融学

界的专家,提出一些自己迄今尚未弄清的问题:如何

估计此次金融危机的性质以及美国的情形? 如何估

计国际金融产业的现状? 如何看待金融经济与眼下

正在兴起的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新兴产业? 笔者首先

抛出一些外行性的砖头意见,希望引起讨论。

笔者只是凭学术直觉感悟到: 此次金融危机重

创了美国和西方经济, 尤其是国际金融业及国际金

融体系。金融危机改变了华尔街的历史, 使美国经

济陷入一场罕见的衰退, 使欧洲的经济困境至今未

见谷底,面临二次触底的可能。在危机处理过程中,

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围绕国际金融秩序重建展开激烈

博弈。但是,就此断定美国经济以及美国主导的西

方金融体系已经处于 /衰落 0的 /拐点 0, 不仅不符合

实际, 在理论和实践上也是危险的。

尽管金融危机始作俑者是美国, 但当危机发生

全球性扩散后,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和国际交换手

段地位反而增强;在股市以及其他投资领域出现全

球性恐慌后,美国政府公债反而作为稳健的投资工

具而受到投资者的追捧。这些都对美国金融体系走

向稳定、美国经济走向复苏具有重要意义,也表现出

美国经济的良好弹性。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美

元因全球资金从高风险资产中流出以及融资套利交

易的解除而获益;美元对欧元、英镑等主要货币出现

了大幅升值,对人民币也出现了短期止跌现象;美元

依然是最受全球银行界欢迎的货币, 美国政府的公

债和那些由政府直接担保的按揭贷款债券也普遍升

值; 资金仍在从全球流向美国市场,美国股市仍是全

球股市的领导者。也就是说, 美国引爆的金融危机

在被有条不紊地转嫁到其他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的同时,反而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元的稳定。毫无

疑问,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将在总结此次金融危机教

训的基础上,展开机制和制度层面的调整与改革,但

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现有国际金融秩序很难根本

改变,而且也很难看到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取

代美国领导地位的可能性。甚至,我们隐约感到,在

应对危机过程中, 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对美国及其主

导的国际金融机制的依赖反而加深了。

笔者认为,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并不必然意味

着美国乃至西方经济实力的衰落和体制 -制度的终

结,而只是世界经济结构的一次自我更新。现代经

济是以美国为代表、以金融经济为主体的金融资本

经济。金融经济已不再是什么 /虚拟经济 0,而是正

在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或经济部门 ( a industry or a

business)。它自发产生着自身的各类市场需求,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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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并配置自身各种所需的原材料或资源, 制造出各

种适合市场的产品,并进入金融市场进行各种交易、

流通, 实现利润, 然后再进入下一个生产周期, 从而

实现自身完整的经济运行过程。金融经济似乎已不

再是我们在传统教科书上学到的那种寄生于所谓

/实体经济0或产业经济的依附经济部门, 货币也不

再简单地仅仅具有传统意义上的 /符号0、交换与流

通手段等职能,而被赋予了金融经济产业的资源、产

品等属性。不认识此点, 便无法对此次金融危机的

性质以及美国经济尤其是美国主导的世界金融经济

的本质得出正确的认识, 也就无法把握当代国际金

融产业的形势。

金融危机之后, 全球正在酝酿新一轮的产业结

构调整,国际社会主要力量即各大国正在寻找新一

代科技及产业经济的突破口,以挽救日益疲弱的经

济。在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结构调整中, 发达国

家需要加强对金融行业的监管,并寻找新兴支柱产

业带动下一轮经济增长。各新兴经济体则需要加大

自主创新的投入力度, 从政策性刺激转向结构性变

革,从出口导向型模式转向内需拉动型模式。眼下,

气候因素正成为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和能源革命的最

主要推动力,以低碳、绿色为特点的新经济模式逐渐

形成。对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而言, 应对气候变化

将引出人类历史的又一场产业革命。特别引人关注

的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举措的提升迅速催生了与

此相应的新能源产业、环境产业、气候产业等新经济

领域和相关产业群。可以预计,在新世纪的未来 10

年或者更长时间里,气候产业或气候经济有可能成

长为战略引导型产业。这一新兴产业从一开始即表

现出了对于 IT、新能源、生物、金融等诸多产业的强

大整合力。在这个新产业的上游 -下游和周边, 将

聚合起一个巨大的产业群。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这

一产业每年将产出几十万亿美元的 GDP。尽管一

些新产业的发展路径尚不清晰,但是围绕新兴产业,

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在深化的趋势已显端倪。全球范

围内的资源重新配置,各主要国家战略角色的位移

也在调整和变化。其中, 金融产业将有可能再次成

为这一新兴产业群聚合的枢纽, 即充当某种强大的

经济聚合力量。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经济体制

具有超出其他经济体自我修复的弹性,它们凭借这

一优势将有可能在新兴产业崛起的历史进程中再次

居于引领者的战略地位。对此,我们应当未雨绸缪,

特别加以注意。

笔者还认为, 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学界应更多

地搭建跨越学科的桥梁。国际政治学术界应多一些

经济学、金融学的本领, 经济学、金融学术界应多一

些战略研究的能力,以为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贡献

更多的真知灼见。 o

从战略高度把握人民币国际化问题

陈凤英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所所长、研究员 )

  金融危机引发人们对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

体系多种弊端的深刻反思, 并积极探寻一种与主权

国家脱钩、长期保值、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改革现

行货币体系是大势所趋, 美元霸权由此受到空前挑

战,人民币国际化适逢重大契机。

综合分析,未来 15- 20年将是人民币国际化的

战略机遇期,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与国际化进程加快

将使人民币国际化条件渐趋成熟。国内方面, 中国

经常项目将由顺差转为逆差。危机凸显中国经济失

衡风险,转变发展方式应是 /十二五 0规划的主线,

也是维护经济与社会均衡发展的长期目标。国际经

验表明,一国人均 GDP在 3000- 10000美元区间,

居民消费加速升级, 需求井喷式扩张, 消费占 GDP

比重明显上升。 2009年中国人均 GDP为 3677美

元, 上海、深圳、广州和北京已超 1万美元, 到 2020

年全国人均 GDP将超 1万美元。可见, 未来 10年

应是中国经济由投资拉动向消费牵引转型的关键

期, 收入分配将向居民倾斜, /藏富于民 0可促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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