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欧如何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合作?

赵  柯

[内容提要 ]全球金融危机加快了中欧在货币金融领域的合作步伐。中欧在国际货币体系改

革中的合作有很大空间,但也面临着三个方面的挑战,要求双方在合作路径选择上以需求导向型合

作为主,战略导向型合作为辅。中欧货币合作有助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高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

/巨额融资0能力,充实中欧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内涵;同时,它对建立一个更为公平、有效、多

元的国际货币体系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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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中欧关系而言, 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重大

后果就是让货币金融领域的合作 /提前0进入双方

关系发展议程。中国深刻地认识到美国不负责任的

货币政策不仅是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 更使未来中

国经济发展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所以

中国一方面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 另一方面也以

更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金融货币事务; 欧洲从金融

危机中得出的教训是要加强全球性金融监管, 让全

球金融货币体系的运转更符合 /欧盟规则 0。中欧

双方的诉求实际上都触及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正

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撰文呼

吁改革国际货币体系, 法国总统萨科齐也表示将这

一议题放在由法国担任主席国的 G20峰会上进行

讨论。毫无疑问,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需要中欧

共同努力。那么,中欧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能够

展开合作吗? 双方合作的动力来自哪里? 面对的挑

战和问题是什么? 是否存在可具操作性的合作路

径? 这些都是中欧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程中亟待

回答的问题。

一、中欧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

合作的动力

  2010年 12月 21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三次中欧

经贸高层对话中,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成为了双方讨

论的重要议题,参加会议的欧盟经济与货币事务委

员雷恩当日向媒体透露, 中欧就改善国际货币体系

达成了一致。¹ 虽然会议并未公开双方达成共识的

具体内容,但这至少说明中国和欧盟都认识到了目

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重大缺陷, 并给世界经济未

来发展埋下了不稳定因素。

国际货币体系是指在跨越国家疆界的交易活动

中, 为支付和收款所形成的一系列协定、规则、惯例

和制度安排。º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是一种美元本位

制, 各国自主决定各自的汇率制度,美元摆脱了布雷

顿森林体系下的 /黄金枷锁 0, 美联储不再担负将各

储备国中央银行持有的美元纸币兑换成黄金的义

务, 美元也不再和任何贵金属、实体商品或者价值单

位挂钩,而是成为一种纯粹的信用货币,并承担全球

储备货币的职能。这与二战前金本位和二战后布雷

顿森林体系下由黄金或者可兑换黄金的纸币充当国

际储备货币的安排有着本质区别。

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在全球经济交往中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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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着交易媒介、计价单位和价值贮藏等功能,保持

币值稳定应当是其第一要义。但事实上, 由于没有

外部的 /硬约束0,国际储备货币发行方美国是一个

主权国家,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往往优先考虑本国就

业和增长,将国内利益置于国际义务之上,这是现今

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根本性内在矛盾。无论是之前

直接导致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格林斯潘时代扩张性

货币政策,还是现今伯南克为下一轮全球通胀埋下

种子的所谓 /量化宽松 0货币政策, 国际储备货币

/币值稳定0的原则都被抛在脑后, 美国以本国利益

为取向的货币政策根本不考虑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所

要承担的责任。当美元价值改变时, 其他贸易伙伴

国之间的贸易条件就会改变,这常常成为其他国家

间贸易冲突的重要诱因。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 /特

里芬困境0和 / n- 1问题 0在美元本位下无法得到

解决。所以,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根本问题是要

/超越美元0, ¹重新思考国际储备货币的安排。

一个稳定、健康的国际货币体系符合中国与欧

盟的共同利益,这是双方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合

作的动力源泉, 这种共同利益主要包含三个层面。

首先, 约束美国不负责的货币政策是中欧共同诉求。

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集团,而中国也已成为世

界上最大的出口国, 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 60%, 双

方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决定了中欧都希望世界主要

贸易国的货币价值保持稳定。由于当今扮演着 /锚

货币0角色的美元持续贬值, 各国在国际贸易中面

临着巨大的汇率风险。欧洲空中客车公司公开表

示, 2007年至 2010年期间, 美元贬值给其造成了 30

亿欧元的损失,因为空客的大部分成本是以欧元计

价,但收入全部以美元计价。º 对中国而言, 美元贬

值不仅带来了对外贸易风险,而且也使中国持有的

巨额美国国债不断缩水,造成国家财富流失。此外,

美元贬值还推高了以美元计价的石油、粮食等大宗

商品的价格,为全球通胀埋下隐患。正因为如此,当

美联储公布实施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简称

QE2)、提出在 2011年 6月底前购买 6000亿美元美

国长期国债、试图通过开印钞票刺激经济复苏时,遭

到了欧盟国家的强烈批评。

其次, 中国和欧盟都希望避免出现美元突然崩

溃的危机。在美元本位下, 美国可以用两种方式创

造清偿能力:通过购买他国的商品和服务输出美元,

或者通过对外投资来输出美元。美国是消费驱动型

经济,因此实际上美国主要通过前一种方式来输出

美元,这就导致了美国经常账户持续巨额赤字。同

时, 美国依靠其世界上最发达、最具深度和广度的高

度流动性金融市场,吸引其他国家将大部分美元储

备以购买美元资产的方式回流到美国,为美国的生

产消费提供融资, 这一循环造就了美国持续的大量

贸易逆差和巨额外债。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数

据, 2008财政年度结束时, 美公共债务为 5. 8万亿

美元,相当于 GDP的 40% ;到 2010年, 美公共债务

已超过 9万亿美元, 相当于 GDP的 62%。如果美国

未来继续实施减税措施,且政府开支占 GDP份额保

持 2010年水平,那么到 2020年美公共债务将可能

达到 GDP的 100%。债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将使美国

背上沉重的利息负担,美国要支付的利息将从 2010

年的 1970亿美元上升到 2020年的 7780亿美元。»

一个国家的债务若无限度扩张, 其主权信用破产并

非遥不可及。为了避免美国出现主权债务违约的情

形, 美国财政部目前正敦促国会提高政府债务的上

限 ( 14. 3万亿美元 ) ,以允许美国在未来数月获得更

多借款,从而避免出现危机。但这种借新债还旧债

的方式不可能永久持续, 一旦美国债务规模的积累

超过了债权国能够容忍的程度, 美元信用就会瞬间

出现危机,美元资产将被大量抛售,全球各大经济体

包括中国和欧盟在内将遭受重大打击。全球经济不

平衡以这种极端方式得到纠正的情形是中国和欧盟

都竭力避免的,它们希望能够以相对公平和平稳的

方式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为此, 中欧双方在全球

财经金融政策层面进行协调合作是必须的。

最后, 中国和欧盟各自的金融战略需要对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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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欧盟在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主张加强

对全球金融业的监管, 包括经营机构、资本流动、杠

杆率等要素, 以及开征 /系统性风险 0税; 主张以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 ( IMF )和全球金融稳定委员会

( FSB)等国际机构作为全球金融货币体系治理的主

体。¹ 欧盟的目的在于借此发挥自己在软实力方面

的 /比较优势 0, 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 /规则制定

者 0,同时将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 /体制化0, 融入以

IMF和 FSB等国际机构为主导的全球金融货币多边

治理结构,避免这些国家凭借自己日渐强大的经济

实力 /另起炉灶0,建立地区性或者双边性金融机构

或机制与之竞争,致使欧盟在国际金融货币事务中

被边缘化。º 另一方面, 欧盟也希望人民币汇率变

得更有弹性,从而能够扩大对华出口。而中国在经

历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洗礼后更为坚定地迈出了人

民币国际化的步伐, 希望人民币逐渐地成为国际储

备货币, 这需要将人民币尽快纳入特别提款权

( SDR)的篮子货币中, 同时稳步扩大人民币的跨国

使用范围。中国还要更为积极地参与国际金融货币

体系的治理,增加自己在 IMF、FSB等国际机构中的

发言权,逐步掌握规则的制定权。虽然中欧双方的

金融战略目标有很大不同, 但是作为世界政治经济

格局中举足轻重的战略力量,双方目标的实现都有

赖于对方的合作。

二、中欧货币合作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金融被称为现代经济运行中的 /血液 0, 如果中

欧在货币金融领域的合作能够让 /梦想照进现实0,

双方关系的发展必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但要实

现这 /惊人一跃0,中欧双方还要面对诸多挑战。

第一, 中国和欧盟在目前国际货币体系下承受

的压力有差异,因此双方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的意愿不同。对美元霸权, 欧洲人有着更早也更为

深刻的切肤之痛, 戴高乐就曾抱怨美元享有 /过分

特权0 ( Exorbitant Priv ilege)和美国政府的不流眼泪

的赤字。美元币值动荡让当时欧洲各国货币饱受投

机之苦,美国可以轻易通过借债和开动印钞机弥补

欧美间以美元计价的贸易赤字。尼克松时期的美国

财政部长康纳利面对欧洲人对美国货币政策的诘

难, 一句 /美元是我们的货币, 却是你们的问题 0让

欧洲人心痛,欧洲国家更坚定了走货币联合之路的

决心。欧元的前身 ) ) ) 欧洲货币体系 ) ) ) 就是在这

一背景下诞生的, 当时的欧共体采取了成员国货币

固定汇率制,统一对美元浮动。欧元的问世一劳永

逸地消灭了欧盟成员国之间的汇率风险,使欧盟在

很大程度上摆脱了美元霸权的阴影。欧元从诞生之

日起就是一种国际储备货币, 欧盟国家可以不必积

累大量美元来应付国际收支。更为重要的是, 世界

上越来越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和私人机构不断增加欧

元储备,推动了欧元的国际化进程,使欧盟国家的融

资能力大为增强。欧盟国家可以通过低成本发行债

券和征收国际铸币税等方式获得充足资金, 这让欧

盟国家获得了相当大的空间来推迟或者转移调整国

际收支不平衡的负担。虽然欧盟官方一向对欧元国

际化表态谨慎,坚持欧盟绝不主动推进欧元国际化

进程的立场,并认为欧元的国际地位应由市场力量

决定,欧盟也不太愿意承认它从欧元国际化中得到

了巨大利益。但实际上, 欧盟对欧元国际化在行动

上并不消极,欧洲央行在 2002年欧元现钞进入流通

领域时发行 500元的大面值钞票就是一个例证。尽

管这种 500元大钞在实际生活中使用非常不便, 且

遭到许多欧盟国家的超市和加油站拒收,但意大利

央行的一份报告显示, 在 2002年, 50元面值的钞票

占欧元流通货币总量的 34%, 500元的占 23% ; 而

到了 2010年 2月, 500元的占比升至 36%, 50元的

则下降到 31%。» 2002年,流通中的 500元钞票总

额为 308亿欧元, 而到 2010年则达到了 2850亿欧

元, 年增长率达 30%。¼ 为什么这种在正常交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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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被使用的大额钞票其规模和发行量增长如此之

快? 事实上,对 500欧元大钞的需求有两类,一是游

离于各国政权体制之外、基于现金交易的全球 /地

下经济 0 (毒品交易、走私等 ), 二是金融系统脆弱或

者社会动荡的中小发展中国家。发行 500元大钞不

仅使欧盟获得了可观的铸币税收入, 同时它也成了

欧元 /曲线国际化 0的重要工具。

科恩 ( Ben jam in J. Cohen)将国际货币权力区分

为 /自主力0 ( Autonomy)和 /影响力 0 ( In fluence)两

个维度,前者指在货币事务上能够隔离外部压力,独

立决策;后者指让别人按自己的意愿行事的能力。

在这两个维度中,前者是根本和基础,后者是从前者

发展出来的。正所谓一种货币可以有自主力而没有

影响力,但不可能有影响力而没有自主力。¹ 用这

个标准去衡量,欧元基本上具备了自主力但是影响

力欠缺;相比之下,人民币在这两方面都欠缺。中国

在国际上一方面面临强大的人民币升值压力 (也就

是让中国承担调节国际收支失衡的负担 ), 却无法

有效转移或分散这种压力;另一方面,中国的巨额外

汇储备又面临不断贬值的风险,正如克鲁格曼所形

容的,中国掉进了 /美元陷阱 0。º 也就是说, 在现行

国际货币体系下, 欧盟承受的压力要小于中国。双

方在货币金融方面 /疼痛点 0和 /疼痛程度0的差异,

增加了彼此在改革问题上达成一致的难度。

第二, 欧元在信用支持和治理结构方面的特殊

性让中欧货币合作变得复杂。现代货币都是信用货

币或者 /法币 0, 其本身没有任何价值, 仅是一些花

花绿绿的纸片,它之所以能够在日常经济活动中作

为清偿手段被普遍接受, 在于其背后国家主权的强

制力和信用程度。国家在通过发行货币获取收益的

同时, 货币使用者也就默认了国家负有在危机时刻

维持货币价值和提供及时有效的债务清偿手段的义

务。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足够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实

力来保持国内稳定和抵御外部入侵, 其发行货币的

价值和被接受程度就会大打折扣。在这方面, 人民

币和其他主权国家货币一样,其背后有一个单一的

中央政府为其提供信用支持,而欧元则是一种没有

主权国家为依托的货币。» 欧元诞生于欧盟成员国

政府之间一系列政治谈判后所达成的协定, 这些纸

面上的文字如何维持人们使用欧元的信心? 假如欧

盟面临外部威胁,谁来出面 /摆平 0? 在欧元解决中

央政府缺位的问题上,蒙代尔给出了答案:北大西洋

公约组织 ( NATO ) , 它是历史上最成功的联盟。只

要欧盟依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依靠美国的军事联

盟, 即使没有强大的中央政府,欧盟也足以对抗任何

外来敌人。¼ 北约在相当大程度上成为了欧元信用

的一个重要支撑,用欧洲人自己的话来说,欧洲为美

元霸权所付出的代价,实际上是为美国向欧洲提供

军事保护所付出的必要军费。½ 在中欧货币合作问

题上,美国必然将成为一个绕不开的外部因素,这就

增加了中欧合作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此外,欧元的对外代表权问题还没有解决。欧

盟实行单一货币后,设计和建立了一系列机构和制

度以确保欧元顺利运行, 但关于欧元事务的最终决

定权却相当分散, 欧盟实际上并不能有效地对外代

表欧元。始于希腊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欧元问世

后面对的第一次严峻挑战, 也使得 /谁代表欧元0这

一问题再次凸显。 2010年 4月底,欧洲央行行长特

里谢和 IM F总裁卡恩在向满腹狐疑的德国联邦议

院解释德国加入救助计划的重要性时,态度之恳切

让很多观察家想到了 2008年底美国财长盖特纳和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国会恳请议员们通过备受争议

的 /问题资产救助计划0。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

后, 美国总统奥巴马几次打电话给德国总理默克尔,

以确认德国将支持援助计划; 德国财长朔伊布勒

(W o lfgang Schaeub le)也成了美国财长盖特纳唯一

要与之会晤和讨论欧洲债务危机的欧元区财长。在

这次欧元危机中,各国政府、政策分析人士和市场的

目光都跳过了那些理论上欧盟和欧元的代表者, 焦

点集中在一个国家和它的领导人身上:德国和默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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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不少政要甚至认为, 默克尔才是欧盟和欧元区

事实上的主席。¹

因此,中国在与欧盟进行货币领域合作时,面对

的将不是一个单一的欧元代表机构, 而是一个复杂

的、网络状的和多层次的治理体系。以欧元在 IM F

的代表权为例。 IM F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全球货币与

金融事务机构,也是中欧在国际金融货币事务进行

对话合作的重要平台。欧盟正式负责 IM F事务的

有两个机构,一个设在布鲁塞尔,是部长理事会所属

经济与货币委员会内的一个部门, 被称为 SC IM F

( the / Sub- Comm ittee on IM F), 主要负责为经货委

员会准备关于 IM F或与之相关的工作。 SC IM F通

过的文件没有约束力,成员国在 IM F的执行董事可

以不按 SC IM F的意见行事。另一个机构欧盟 IM F

代表团 ( EUR IM F)设在华盛顿, 是一个非正式组织,

由欧盟成员国在 IM F的代表组成,主要功能是成员

国之间交换信息和协调立场。º 在欧元治理结构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机构是欧洲中央银行和欧元集

团,但前者在 IM F中只有一个观察员席位, 而后者

仅是欧盟的一个非正式组织,这两个机构在 IMF的

话语权非常有限,无法作为谈判对手。实际上,欧元

在 IM F的代表权非常复杂地分散在隶属不同选区

的成员国和欧盟机构手中。欧洲学者曾提出将欧盟

成员国在 IM F的席位合并为一, 或者分为欧元区和

非欧元区两个席位, 以增强欧盟在货币事务上的谈

判能力和便利处理与他国的金融货币合作问题。»

但目前来看,这两种方案在欧盟内部都遇到了阻力,

小国担心席位合并后失去在 IM F的话语权, 而大国

则害怕其影响力被稀释。面对欧元复杂的治理结

构,中欧货币合作仅在技术和程序层面就面临严峻

挑战。

第三, 欧盟对于中欧货币合作抱有较强的戒备

心理。中国对于同欧盟在各个层面的合作一直抱着

积极和开放的态度, 但欧盟近年来对中国的看法有

了明显的改变,对中国的防范意识和怀疑情绪不断

增强¼。在欧洲人看来, 中国拥有近 14亿人口, 中

国人吃苦耐劳、工作勤奋, 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进行经济结构转型, 努力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走向

高端, 并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

市化进程。这其中所蕴含的能量巨大,发展过程充

满着不为欧洲人所掌控和理解的不确定性, 欧洲人

目前所享有的社会福利和工作岗位正因这一进程的

庞大规模和不断加快的速度而减少。这种消极的

/中国观0使得欧洲领导人经常对来自中国哪怕是

善意的举措也都以恶意去揣测, 致使许多有益于双

方的合作都因缺乏政治意愿而无法实现。货币金融

合作虽然潜力巨大且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由于其在

政治经济运行中牵一发而动全局, 也就更容易触动

欧洲人敏感的神经。希腊在爆发主权债务初期曾主

动和中国接触, 希望中国为其国债融资提供帮助。

此事经媒体报道后立刻在欧盟引起了非理性的不安

情绪和强烈质疑, 一些欧盟政要和媒体指责中国要

将希腊变成自己在欧盟内的特洛伊木马。直到希腊

危机愈演愈烈并一度引发国际社会对欧元的信任危

机时,欧盟的态度才逐渐变得务实,不再把国债问题

泛政治化。 2010年 7月, 欧盟贸易委员古赫特

( K are l de Gucht)公开表示, 中国购买了约 4. 2亿欧

元希腊和西班牙发行的债券, 并认为这是一个明智

的投资选择。尽管如此, 欧盟内部担心中国通过大

规模持有其成员国债券而增强对欧盟影响力的忧虑

仍然普遍存在。

三、中欧货币合作的路径选择

由于货币所具有的天然权力属性, 国际货币合

作注定将是一个敏感的国际政治问题,它既能为合

作双方带来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 也最容易引起国

家间的冲突和猜忌。所以, 合作路径的选择尤为重

要。中欧货币合作有两种可选路径。第一种可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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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导向型,这意味着双方的合作将直接导向国际

货币体系改革的核心 ) ) ) 替代美元的储备货币地

位。如此,双方将更多地采取政治合作方式,比如在

改革 IM F治理结构的前提下,协调双方在 IM F中的

立场, 共同推动 SDR使用范围的扩大和发行量的增

加,特别是通过用 SDR作为部分大宗商品的计价单

位,稳定全球大宗商品价格, 实现 SDR在私有部门

的使用;也可以通过政府间协议的形式转换双方外

汇储备和贸易往来所使用的币种, 改变目前美元

/一币独大0的局面。第二种路径为需求导向型,是

指在互利原则下通过解决彼此在金融货币领域亟待

解决的现实问题,逐步扩大人民币的使用范围,主要

采用经济合作方式,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加以引导,但

主要以市场力量推动。

很显然, 第二种路径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都

不太容易遭遇政治阻力, 并且合作主体是中欧双方

的企业,中欧之间庞大的贸易量和不断增长的相互

投资为这种合作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需求空间。从

可操作性来考虑,中欧货币合作应以第二种路径为

主,同时辅之以第一种路径。对中国而言,可从下面

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 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发挥更为积极和

主动的作用。虽然欧洲的危机整体上对中国并未造

成伤害,但我们不能因此抱着一种看客心态。一方

面,欧元稳定符合中国的利益, 这不仅是因为中国输

欧产品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用欧元计价, 欧元暴跌

将给中国出口商造成损失, 更为重要的是欧元的存

在使中国巨额外汇储备在分散化投资中多了一个选

择,而欧元崩溃会使中国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承

受更多压力。另一方面, 欧债危机为开启中欧货币

合作打开了一个 /机会窗口 0。随着希腊、爱尔兰先

后陷入债务困境,欧盟传统的 /一事一议0危机处理

模式使其疲于应付,应接不暇。在全球资本市场上,

与其他欧洲国家主权债务信用违约掉期 ( CDS)价格

相比, 近期欧盟成员国中的 /援助大户 0德国成为

CDS价格增幅最大的国家之一,法国、荷兰等其他欧

盟核心成员国的 CDS价格也急剧飙升,这些国家与

包括丹麦、挪威和冰岛在内的非欧元区成员国的

CDS利差扩大至欧元面世以来的最高值。¹ 这意味

着经过连续不断地 /输血 0, 市场对德国和法国这些

财政状况良好国家的信用支付能力也开始担忧, 对

它们的还债能力提出质疑, 这将加大这些国家未来

的融资成本,使整个欧盟财政能力下降。欧盟也在

考虑建立一种永久性的危机解决机制,比如一些欧

洲领导人倡议发行欧盟统一主权债券 ( E - Bonds)。

但无论使用什么方法,都涉及到如何融资筹钱的问

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当支持欧盟的危机应对

措施,并要有所作为,如鼓励欧盟机构或者其成员国

到中国发行债券, 或者由中国的金融机构向欧洲金

融系统提供融资。这样做既能解决欧洲的资金问

题, 也符合中国投资分散化的总体策略,同时有利于

中国企业 /走出去0。更重要的是,债权国地位将大

大加强中国在处理对欧关系时的谈判实力。

第二,鼓励欧洲企业和个人持有人民币资产。

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是中国摆脱美元霸权的根本出

路, 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从基

础部分一步步做起。其他国家央行是否具有储备人

民币资产的意愿并不受我们控制, 但却同这个国家

的企业和私人的投资偏好具有密切关系。如果企业

和个人的经济活动需要大量的某种货币或者以这种

货币计价的流动性资产, 那么央行自然需要进行储

备以保证国际收支正常。因此, 通过市场力量鼓励

和引导国外企业和个人储备、使用人民币是人民币

国际化的第一步。欧盟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双方经贸关系发展的深度和广度达到了相当高水

平, 这为双方在金融货币领域合作提供了巨大空间。

实际上,中国政府已经逐步开始了这方面的工

作。比如, 为促进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 中国于

2010年 9月对 2005年制定的 5国际开发机构人民

币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6进行了修订。按照之前

的规定,债券发行人在中国发行人民币债券所筹集

的资金只能用于中国境内项目, 不得换成外汇转移

至境外;而修订后的 5办法 6规定, 发行人可以将所

筹集的人民币资金直接汇出境外使用,也可以在中

国境内兑换成其他国家货币后汇出境外使用。5办

法6的修订意味着今后欧盟的开发机构可以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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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其发展项目所需资金, 而中国也可以借此改善

国际收支状况, 减少外汇储备。又如, 自 2010年以

来,外国企业已被获准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而之

前只有中国的金融机构才有此资格。8月份麦当劳

(M cDona ld)第一个在香港成功发行了 2亿元人民

币债券,美国推土机制造商卡特彼勒 ( Caterp illar)也

将在香港发行两年期总计 10亿人民币的债券。这

两家都是在华经营多年的美国跨国公司。欧洲在华

企业也很多,如果它们直接在香港发行企业债,不仅

融资成本低,还能有效避开汇率风险。此外,人民币

的跨国结算业务也在不断扩展,更多外资银行获得

了经营资格,汇丰、渣打、西班牙对外银行等欧洲银

行都在其中,这为中欧之间的贸易往来选择用人民

币进行结算提供了便利和条件。¹ 最后, 外国企业

在中国上市的具体政策措施也正在加紧研究和筹备

中,一旦外国企业在中国上市发行股票, 更大规模

的人民币资产将被国外企业持有和使用, 这对人民

币国际化进程将具有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三,积极参与 IMF治理结构和职能转变的改

革。在此次金融危机前, IMF的处境可以说是每况

愈下, 一则由于许多借款国提前还清了贷款,而新兴

国家因为普遍积累了充足的外汇储备, 没有贷款需

求, IMF所依赖的利息收入下降迅速,其为解决国际

收支问题所能动用的资源严重不足; 二则 IMF在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为亚洲国家开出的经济紧

缩药方和苛刻的贷款条件导致危机进一步恶化,

IMF的名誉和公信力遭到严重损害。但全球金融危

机使 IM F的作用被重新发现, IM F再一次回到了国

际金融舞台的中心位置,加强 IMF的监管监测职能

和提高对 IM F的注资额度成为了国际社会共识。

可以预见, IM F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将越来越

重要, 因为很多规范未来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规

则和制度将在 IM F框架下制定执行, IMF必定成为

大国间利益博弈的重要战场。同样, IMF也是中欧

货币合作一个并不轻松的话题。这里的主要问题是

IMF治理结构已经不能反映目前的世界经济格局,

改革势在必行。一个基本的改革共识是欧盟国家目

前拥有的投票权大大超出了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实际

份额,需要让渡一部分给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

国家。欧盟在韩国举行的 G20峰会中也确认要让

出在 IM F执行董事会中的两个席位, 中国的投票权

将提高。但欧盟国家肯定不会心甘情愿地主动让出

投票权,相关决议的最终落实将是一个艰难的讨价

还价过程。在 IMF职能转变问题上, 欧盟希望加强

它的多边和双边宏观经济监测职能, 这也是中国所

赞成的; 但在增加 IMF自身财政资源方面, 中国鼓

励 IMF发行以 SDR计价的债券为自己融资, 同时扩

大 SDR的使用范围, 而欧盟对此态度并不积极, 双

方还需要凝聚更多的共识。

结语

中国和欧盟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进行合作对

双方都是一个新课题,但却是一个拥有巨大空间和

潜力的合作领域。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讲,改革国际

货币体系的另一个含义就是让本国的货币制度更具

效率和竞争力,在风险可控前提下,积极稳妥地推进

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 逐步实现人民币的国

际化,这其中的核心仍然是提高中国在国际竞争中

/巨额融资0能力 ( capab ility of h igh finance)。º 要做

到这一点,中国需要更为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全球金

融货币体系改革和建设进程中, 需要以开放的姿态

开展对外金融货币合作。鉴于欧盟在世界政治经济

舞台上居于重要地位,中国需要它的先进经验和战

略合作。对于欧盟而言, 积极推进中欧货币合作不

仅能够巩固欧盟在世界格局中的战略地位, 更可以

分享这种合作所释放出来的巨大经济利益。从更广

泛的角度讲,中欧货币合作无疑将有利于充实中国

与欧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内涵。 o

(责任编辑:张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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º

汇丰银行在 2010年 8月完成了第一笔人民币跨境支付业

务,并表示愿意更多地开展人民币跨境支付业务。参见 HSBC New s

R elease, 30 Sep tem ber 2010.

阿瑞吉等人在解释 18世纪到 20世纪世界霸权兴衰中运用

了 /巨额融资能力 0这一概念,参见: [美 ]乔万尼 # 阿瑞吉、贝弗里
J.西尔弗等著,王宇洁译: 5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 6, 北京三联
书店, 2003年,第 4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