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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下的人民币国际化: 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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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Ø  全球金融危机对国际货币体系形成冲击的同时, 也将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产生深远影响。

本文选取与国际货币地位决定因素密切相关的各项指标, 对危机演变过程中主要国际货币

国家和中国进行纵、横向对比分析。分析显示, 金融危机之下人民币国际化机遇大于挑

战。中国应抓住机遇, 创造条件, 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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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使世界各

国再一次认识到当前以美元主导的单极货币体系的诸

多弊端。重建货币体系, 实现从单极向多元货币体系

转换成为美国以外大多数国家的共同愿望。然而, 面

对多元化的货币需求, 国际市场尤其是亚洲市场缺乏

有效供给。日本与东亚其他国家的历史积怨, 使得日

元国际化难以取得进一步突破, 亚洲货币合作曲折坎

坷。人民币低下的国际货币地位和不完全可兑换性,

使得中国面临种种困局, 也使得人民币难以承担国际

货币职责, 人民币国际化重要性突显。人民币若能成

为国际货币, 不仅为中国由经济大国转变为经济强国

提供良好的货币环境和有力的金融支撑。也将与多元

货币体系的建立达到某种契合, 有效满足亚洲国家多

元化货币需求。

货币具有交易媒介、价值贮值和计价单位三大职

能。当一国货币跨出国界, 在国际上执行这三大职能

中的一种或几种时, 就被称作国际货币。这个从国内

货币发展成为被世界普遍接受国际货币的过程, 就是

货币国际化。Cohen ( 1971) 和 Kenen ( 1983) 系统总

结了国际货币职能, Philipp H artmann ( 1998) 在此

基础上进一步细化, 突出了外汇市场和货币替代, 见

表 1。

表 1 国际货币职能细化

私人角度 官方角度

交易媒介

结算工具

( 1) 贸易结算

¹国际贸易

º国内贸易 (直接货币替代)

( 2) 外汇市场

公开市场业务的操作媒介

价值贮藏 投资工具 (包括间接货币替代) 官方储备

计价单位 计价工具 钉住货币

中西方学者对国际货币地位决定因素做了大量理
论与实证研究。概括而言, 主要因素包括: 1. 经济

和贸易规模。较大经济、贸易规模国家发行的货币具

有天然优势, 能够有效降低交易成本, 形成规模经济
效应。2. 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发达的金融市场和

健全的金融体系是货币国际化的有效保证。3. 货币
公信力。包括货币发行国政治稳定性和货币价值稳定

性 4. 网络外部性。货币地位取决于货币现行使用状
况。货币使用范围越广, 越频繁, 交易成本越低, 流

动性越高, 越有竞争力。5. 转换成本和国际地位惯
性。国际货币替代有各种转换成本, 除了交易成本和

学习成本外, 还有网络外部性所形成的不确定因素。
6. 政府意愿。美元、日元、欧元等货币国际化的经

验表明, 政府意愿在推动一国货币国际化中起到举足
轻重的作用。

二、全球金融危机对主要货币国家金融市场影响
(一) 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

金融危机爆发使国际金融市场遭遇重创, 危机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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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进而引发了世界金融市场剧烈震荡。危机全球扩散
过程中, 各国货币市场、外汇市场、股票市场都受到

明显冲击。
本文选取 2006到 2009年主要国际货币国家和中

国的汇率和股指数据, 对比分析其风险和收益情况。

汇率数据来自 IMF 各种货币相对 SDR (特别提款权)
的日数据, 股指数据来自雅虎网站证券市场周数据。

汇率的升值幅度由汇率年变化幅度来衡量, 汇率的波
动幅度由汇率数据, 取对数之后差分的标准方差来衡

量。股指的升值幅度由股指的年变化幅度来衡量, 股
指的波动幅度由股指的周数据, 取对数之后差分的标

准方差来衡量。为便于直观比较, 对汇率、股指的波
动幅度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把美元风险指数据设为

1, 以此为基准, 计算出其余货币或股指的风险指数。

对汇率、股指的升值幅度数据标准化, 把美元收益指
数设为 1或- 1 (负数表示收益率为负) , 计算出其余

货币或股指的收益指数。

表 2 金融市场风险收益指数

时间 指数
汇   率 股   指

美元 欧元 日元 英磅 人民币 道琼斯 欧元区 日经 225 伦敦 FRSE 上证综指

2006
风险 1 01 96 11 48 11 02 01 92 1 11 10 11 68 11 13 21 12

收益 - 1 11 13 - 11 60 11 81 - 01 21 1 01 88 01 35 01 62 71 74

2007
风险 1 11 26 31 16 11 62 01 97 1 01 89 11 39 11 04 21 70
收益 - 1 11 28 - 01 11 - 01 47 01 30 1 11 00 - 31 22 01 64 281 9

2008
风险 1 11 24 21 28 11 52 01 95 1 01 96 11 26 11 17 11 41
收益 1 - 01 97 101 36 - 111 3 31 99 - 1 - 01 13 - 11 31 - 01 93 - 21 32

2009
风险 1 11 52 11 97 11 66 11 08 1 21 30 11 01 01 92 11 06

收益 - 1 01 70 - 31 65 71 16 - 01 96 - 1 61 84 21 99 - 11 79 201 73

累计
风险 1 11 22 21 24 11 77 01 96 1 11 36 11 26 11 10 11 67
收益 - 1 11 24 21 20 - 21 21 11 70 - 1 11 65 - 11 71 - 11 12 61 85

备注: 2009年股市、汇市数据截至 7月 6日

数据来源: 汇率数据来源于 IMFSDR 汇率数据库日数据; 股指数据来源于雅虎网站。

从累计风险和收益来看, 人民币汇率呈现低风

险、较高收益特征。危机当中人民币再次显现保值增

值效应。上证综指呈现高风险、高收益特征。金融危

机对制度变革中的中国资本市场产生了 /波动溢出效
应0。与欧元区国家、日本、英国相比, 美国货币和
股指总体上呈现出较低风险和较低收益特征。

表 3 金融机构稳健指标和损失情况

指标 美国 德国 日本 英国 中国

金融稳

健指标

银行资本

金与资产

比率

2005 101 3 41 1 41 9 91 1 41 4
2006 101 5 41 3 51 3 81 9 51 1
2007 101 3 41 3 41 9 - 51 8

2008 101 2 - 41 2 - 61 1

银行不良

贷款占全

部贷款比率

2005 01 7 4 11 8 1 91 8

2006 01 8 31 4 11 5 01 9 71 5
2007 11 4 21 7 11 5 01 9 61 7
2008 21 3 - 11 5 - 21 5

银行资产

回报率

2005 11 3 01 3 01 5 01 8 01 6
2006 11 3 01 3 01 4 01 5 01 7
2007 01 8 01 2 01 2 01 4 1

2008 01 3 - 01 3 - -

银行

损失

已报告

进一步预计

合计

截至

2008

年 3月

95 33 10 19 1

49 12 0 22 2

144 45 10 41 3

资料来源: 根据 IM F 5全球金融稳定报告6 2008年 4 月、2009

年 4月数据整理加工。

金融危机对金融机构影响显著。美欧金融机构损
失惨重, 房地产机构和银行倒闭相继出现。美国银行

业受到重创, 欧盟银行业遭受重大损失, 日本也受到

轻度影响, 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新兴市场银行业地

位显著上升。金融危机改变了国际金融机构格局。

2008年 7月份英国 5T he Banker6 杂志推出的 20期

全球 1000家大银行排行榜中, 美国银行从 2007年的

185家降至 169家; 欧盟 27国银行从 279家降至 266

家; 日本从 101家降至 98 家; 亚洲新兴市场银行业

从 174家增至 184 家。中国银行业表现更引人注目,

上榜银行从 31家增至 45家。表 3数据显示, 在欧美

部分金融稳健指标恶化之时, 中国指标持续改善。

(二) 国际货币外汇储备和外债发行份额
表 4  主要国际货币官方外汇储备份额和外债发行所占份额

时间
官方外汇储备占比 ( % ) 发行债券占比 ( % )

美元 欧元 日元 英磅 美元 欧元 日元 英磅

2006: Q1 661 50 241 52 31 32 241 52 371 90 461 05 31 20 71 65
2006: Q2 661 13 241 73 31 11 241 73 361 95 461 86 31 09 71 87
2006: Q3 661 52 241 40 21 98 241 40 371 13 461 66 21 94 81 04

2006: Q4 651 48 251 09 31 08 251 09 361 42 471 33 21 77 81 24
2007: Q1 651 35 251 17 21 89 251 17 361 20 471 60 21 70 81 19
2007: Q2 651 18 251 31 21 76 251 31 361 04 471 59 21 56 81 26

2007: Q3 641 17 261 14 21 68 261 14 351 42 481 05 21 70 81 21
2007: Q4 641 13 261 27 21 92 261 27 341 93 481 84 21 68 71 90
2008: Q1 631 18 261 68 31 12 261 68 331 80 501 04 21 91 71 54

2008: Q2 621 85 261 79 31 34 261 79 341 00 491 70 21 68 71 83
2008: Q3 641 42 251 62 31 19 251 62 351 90 471 49 21 91 81 07
2008: Q4 641 05 261 50 31 23 261 50 361 18 471 84 31 30 71 49

2009: Q1 641 97 251 89 21 91 251 89 371 47 461 72 21 99 71 75

资料来源: 官方外汇储备数据根据 IM F COFER databas e 数据整

理加工; 外债发行根据 BIS 外债发行数据整理加工。

危机爆发初期, 美元储备份额和汇率持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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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危机日渐加剧之下, 美元官方外汇储备份额和外

债发行份额均开始上升, 一定程度上说明投资者对欧

元和其他货币的信心仍然无法与美元匹敌。

三、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人民币国际化需要经济、贸易、金融、货币公信

力等基础性条件的进一步完善, 金融危机对这些条件

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人民币国际化迎来历史机遇的

同时, 也面临着一定程度的挑战。

(一) 机遇

1. 支持人民币国际化的中国综合实力增强。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后实现了二十余年的快速

增长, 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稳定。中国对外贸易

规模不断壮大, 逐步发展成为国际贸易大国。在

经济和贸易持续增长的同时, 近年来中国金融体

系和金融市场快速发展、锐意改革, 人民币国际

化的金融条件改善。金融危机不断扩散之际, 中

国经济、贸易继续保持比较强劲的增长势头, 欧

美银行业在金融危机当中遭到重创的情况下, 包

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新兴市场银行业地位显著上升。

这些, 都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良好机遇。

2. 金融危机当中, 随着中国对美国国债的增持,

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历史经验证明, 债权人

地位的确立往往伴随着金融竞争力的形成。18世纪

到 19世纪, 总人口是法国三分之一的英国总能打败

法国, 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英国能为政府债务筹资, 这

也促进了 18世纪末英国的崛起和英磅国际地位的确

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美国成为最大债权国, 美

国金融资本形成一种巨大力量, 美元成为一种强势货

币。但需要注意的是, 英国和美国作为资本输出国

时, 都以本币作为计值货币。而在二十世纪 70年代

后, 日本作为资本输出中心, 却以美元计值, 使得日

本企业和金融机构在应对外汇风险时陷入被动局面。

中国最大债权国地位的确立一方面为人民币国际化提

供契机, 另一方面也对人民币成为国际计价货币提出

要求。

3. 人民币公信力进一步增强。信用制度下国际

货币竞争遵循 /逆格雷欣法则0: 众多国际货币中,
币值稳定、方便安全的货币将最终处于支配地位。国

际货币演变历史表明, 无论是什么层次的国际化, 保

持币值的稳定性都是货币国际化和成功实现货币替代

的重要因素。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当中, 人民币

的超稳定性、保值和升值性, 使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

的居民把人民币作为一种国际储备货币。金融危机之

下, 欧、美、日等国际货币波动不已, 大大影响了作

为国际货币计价功能的发挥, 而人民币相对比较稳定

的币值, 彰显其 /良币0 品质。美国、英国、日本为
了缓解金融危机对经济的重创, 采取极度宽松的货币

政策, 向市场大量注入资金, 必将引起该国货币未来

贬值。中国采取扩大投资来促进实体经济增长, 长远

来看更有利于人民币的保值增值和履行国际货币

职能。

4. 中国政府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主观意愿加强。

国际货币影响因素理论和实践显示, 政府意愿对一国

货币国际化作用不可小觑。美国政府对美元国际化一

贯采取积极态度, 是成就美元主导地位的重要力量。

而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四、五十年里, 德国、日本、

法国实施严格的资本账户控制和金融管制, 降低了市

场流动性和货币吸引力, 进而加强了美元的国际支配

地位。面对金融危机, 中国政府不仅在国际货币体系

改革中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 而且高度关注和积

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并取得可喜进展。2008年 12

月 12日, 中韩两国达成 1800亿元人民币货币互换的

协议, 人民币首次以官方姿态走出国门。为顺应国际

贸易结算要求, 中国已与 8个周边贸易伙伴签订协

议。2009年 7月 1日, 5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
理办法6 公布实施。期间, 上海金融中心建设进程加

快, 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和制度建设都取得了明显

成效。

5. 金融危机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良好的外部

环境。金融危机的发生和发展与当前以美元为中心的

单极国际货币体系有密切联系, 从单极向多极货币体

系转变的呼声日渐升高。美国和美元都受到强烈挑

战, 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中掌握更多话语权。金融危机使各国再次认识到多元

货币体系和多种储备货币的重要性。东亚货币合作意

愿加强、步伐加快。危机之下, 美国为了保持货币竞

争力, 一改弱势美元策略, 对人民币所施加的升值压

力也有所减少, 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和经济贸易发展

面临更加广阔的空间。由此, 人民币国际化外部环境

更加宽松。

(二) 挑战

1. 人民币国际化需要以中国较强的综合国力为

支撑, 与世界主要国际货币国家相比, 中国经济实力

尤其是人均经济实力还有相当差距 (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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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中国与主要国际货币国家经济、金融市场指标比较

指标 年份 中国 美国 日本 德国 英国 欧元区 世界

GDP

(十亿

美元、

%、

美元)

数额 2008 4327 14441 4911 3673 2680 12328 60917

份额 2008 71 1 231 71 8106 6103 41 4 201 24 100

人均 2008 3259 47438 38457 44729 43734 34311 -

四月份

外汇市

场日均

交易额

(十亿

美元、

% )

数额

2004 1 461 199 118 753 356 2429

2007 9 664 238 99 1359 468 3988

份额

2004 0 191 2 8130 419 311 3 141 7 100

2007 01 2 161 6 6 215 341 1 111 8 100

四月份

OTC衍

生工具

交易 (

十亿美

元)

数额

2001 0 285 132 159 628 436 1862

2004 0 599 185 127 1176 576 3098

2007 1 959 226 7 2105 721 5149

人口 份额 2008 201 2 41 6 11 9 112 01 9 5 100

股票

市值
份额 2008 51 46 361 06 9186 3141 51 74 151 31 100

债券市

场 (十

亿美

元)

国内 2008 2210 24516 11077 2591 1220 13263 59629

国际 2008 44 6046 402 2889 2750 10584 23864

合计 2008 2254 30563 11479 5480 3970 23847 83492

资料来源: 根据 World E conomic Out look Database, April 2009;

BIS; 世界交易所联盟相关数据整理加工。

注: 加粗斜体数字为 IMF 工作人员估计所得。

2. 金融市场

发达的金融市场和健全的金融体系是货币国际化

的有效保证, 金融市场的深度、广度和开放度直接影

响着国际货币地位。国际货币作为媒介货币, 在国际

市场上充当结算工具。这个市场同时包括国际贸易和

外汇市场。由于外汇市场的巨大交易规模, 国际货币

在外汇市场上的交易更加不可忽视。同时, 随着金融

创新和国际化步伐加快, 衍生金融工具的交易呈现指

数化增长, 场外衍生工具交易所达成的杠杆化交易规

模更为实体经济、贸易和传统金融工具无法比拟。

2007年 4月份, 仅仅是传统产品的日均外汇市场交

易达 39880亿美元, OTC 衍生工具交易达 51490亿

美元, 分别是 2007年世界 GDP 的 71 22%和 91 32% ;

中国 GDP 的 11 18 和 11 52 倍; 世界贸易出口的

141 13%和 181 24%; 中国进出口总额的 11 83 倍和

21 37倍。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 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相

对滞后, 存在 /贸易大国和金融小国的结构冲突0。

改革进程中的中国资本市场很不稳定, 从表 3可以看

出, 金融危机当中, 在内外因素交织影响下, 中国股

票市场呈现较大的波动性。中国资本市场还呈现出结

构性缺陷, 股票市场占居较大份额, 债券市场发展严

重落后。债券市场中, 国内债券市场近几年发展较

快, 国际债券市场止步不前 (见表 5) , 一定程度反

映市场开放度不足。对货币国际化发挥重要作用的金

融衍生工具市场和外汇交易市场, 目前尚处于探索和

起步阶段, 外汇市场和场外衍生工具交易量微乎其微

(见表 5)。中国金融市场的相对落后, 成为制约人民

币国际化进程的主要因素。

3. 资本项目的管制和开放条件下的金融冲击

国际货币的交易便利性直接影响着货币竞争力。

交易便利性不仅体现在以经济、贸易、金融为支撑的

交易网络所形成的网络外部效应, 还体现在资本管制

宽松程度而引起的资金流动便利性上。中国当前还存

在着比较严格的资本项目管制, 资本市场开放程度不

足, 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另一个重要障碍。而另一方

面, 资本项目和资本市场的开放又将使中国金融体系

更加市场化、国际化和透明化, 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

金融市场的风险因素在显著增加, 这将对尚处于制度

变革中的中国金融体系提出严峻挑战。

4. 历史惯性的突破

西方学者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发现, 国际货币使

用具有历史惯性。国际货币的网络外部效应, 使得人

们倾向于选择当前使用范围最广的国际货币。从当前

国际货币转换到一种新货币, 除了需要支付转换成本

以外, 还要考虑网络外部性所形成的不确定因素。如

果其他人不转换到新货币, 新货币就不能形成网络外

部效应, 使用新货币就要支付更多成本。这就使得人

们更倾向于使用现行国际货币, 形成国际货币的历史

惯性。只有受到足够大的外部冲击, 才有可能引起国

际货币地位的转换。即使一国货币失去国际货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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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也先要经历一段积累过程, / 渐变0 过程达到一

个关键点之后, 才会造成国际汇兑结构的 /突变0,

出现国际媒介货币转换的 /倾覆现象0。国际货币的

网络外部性、历史惯性、转换成本决定了国际货币替

代非朝夕之事, 美元不会迅速衰落。从表 5来看, 无

论是在交易、计价还是储备职能方面, 美元都依然保

持着绝对优势地位, 影响如此广泛的金融危机尚未使

得 /倾覆现象0 发生。可以看出, 作为后起货币, 人

民币国际化需要付出更大的成本。要在当前的竞争格

局中分一杯羹, 成功实现二次 / 国际货币替代0, 跻

身与美元、欧元相匹敌的国际货币之列, 人民币国际

化任重道远。

四、结论和对策

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贸易、金融市场和金

融机构等都形成冲击。与欧美国家受到直接而巨烈的

影响相比, 中国所受影响和冲击总体较小。如果从国

际格局此消彼涨的视角来看, 金融危机对中国影响利

大于弊, 金融危机下人民币国际化机遇大于挑战。中

国应抓住机遇, 创造条件, 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

程。具体措施包括:

1. 分步实施, 有序推进, 采取 /三步走0 策略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 采取一步到位的策略既不稳妥也不现实, 需要分

步实施。在地域推进上, 坚持人民币周边化、区域

化、国际化; 在货币职能上, 坚持人民币结算货币、

人民币投资货币和人民币储备货币, /三步走0 推进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人民币目前已经在周边国家和地

区具有一定流通量, 应进一步改善货币使用环境, 逐

步增加对外贸易中人民币结算量, 进一步扩大人民币

流通范围。中国当前已经是所有主要东南亚国家的最

大贸易伙伴之一, 产品结构具有互补性, 可以把东南

亚作为人民币贸易层面区域化的起航地。基于中国贸

易相对金融的占优条件, 可以采取先贸易、后金融分

步推进策略。顺应本国贸易增长和金融发展的趋势,

使人民币成为对外贸易、国际金融市场的计价货币,

最终成为国际储备货币。

2. 以贸易为突破口, 以金融为着力点, 为人民

币国际化提供有力支撑。除了大力发展对外贸易, 改

善贸易环境外, 还要持续优化贸易结构。需要增加制

成品尤其是附加值高的高新技术制成品出口, 提高产

品竞争力和科技含量, 增强贸易支付的选择权和本国

货币影响力。中国不发达的金融市场是人民币国际化

的主要制约因素, 对此要着力突破。其一, 通过持续

加强制度建设和完善法制体系来实现规范发展, 有效

解决中国资本市场中的 /逆向选择0 和 / 道德风险0

问题, 增强对市场主体和资金的吸引力, 实现资本的

可持续流动, 保持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 其二, 要完

善结构, 不仅注重股票市场的发展, 还要注重债券市

场发展, 加强外汇市场、金融衍生产品及市场的建设

与培育。此外, 在推进上海金融中心建设的同时, 充

分发挥香港金融市场对人民币国际化的积极作用。其

三, 改变当前单向融资模式, 培育资本市场。吸引海

外优质企业到国内上市和发行债券, 树立国际化的金

融发展战略, 把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主体和世界资源配置中心。

3. 区域整合, 分层合作, 充分发挥地域联合效

应。在既定的国际货币竞争格局下, 任何一个国家单

独推进货币国际化都面临很大风险, 也将付出更大成

本。欧元的成功推出、日元国际化的坎坷历程都充分

说明了这一点。在当前国际形势纷繁复杂、经济金融

全球化发展、金融创新迭出的情况下, 中国单独推行

人民币国际化风险更大, 因此更要充分发挥区域合作

的作用。首先是中国大陆与香港、澳门、台湾的 /四

币整合0, 这是当前比较现实和操作性强的选择。台湾

与大陆的政治分歧可能是这一环节的最大障碍, 为此

可以采取先经济合作, 后货币合作, 再行货币统一的

措施。人民币区域化过程中, 可首先在东盟 / 10+ 10

的经济合作框架内逐步谋求货币合作。各国分别先采

取盯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 接着确定共同的货币

篮子, 对外联合浮动。人民币要保持币值相对稳定,

有步骤推进汇率改革, 逐步完善汇率形成机制, 发挥

区域 /锚货币0 的作用。待条件成熟后, 以人民币为

主导实现区域货币统一。随后, 在东盟 / 10+ 10 的基

础上拓展到东盟 / 10+ 30, 联合日韩, 实现亚洲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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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日本与东亚其他国家的历史积怨, 将使亚洲货

币合作之路更加曲折坎坷。为此, 要采取经济、贸易、

金融、货币分层合作的迂回战术。区域合作的过程中

也充满了货币竞争, 中国要不断完善自身条件, 提高

货币竞争力, 为人民币担当亚洲主导货币奠定基础。

4. 加强国际协调, 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掌握

更多话语权。历史表明, 政治因素和国际协调在货币

地位转换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布雷顿森林体系就为美

元国际化网络系统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制度条件。当

前以美元为主导的单一国际货币体系对作为发展中大

国的中国十分不利, 中国要摆脱诸多困局, 就要切实

改变当前对美元过度依赖的状况, 全面提升欧元、英

镑、人民币和日元等货币地位。人民币虽然不是国际

储备货币, 但中国拥有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和美国最

大的债权, 具有不容忽视的力量。在重建国际货币体

系中, 中国一方面要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

程, 整合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力量, 争取

更多的话语权; 另一方面, 应该积极创造有利条件,

加快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步伐, 成为多元国际货币体

系之重要一元。

51 切实控制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风险。作为

一个发展中大国, 如果不能有效防控风险, 人民币国

际化进程中的金融开放将对国内经济、贸易、金融造

成巨大冲击, 并加剧货币替代和形成货币国际化逆转

风险。应当加强金融市场监管体系建设, 有效防范投

机资金冲击, 加强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建设, 保持资

本市场和金融体系的基本稳定, 切实控制人民币国际

化进程中的风险。

(责任编辑  王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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