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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使得如何选择未来东亚货币合作的可行模式和发展路径，成为一个值得
关注和思考的重要问题。
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进一步使东亚地区认识到，缺乏合作的货币和汇率安排将成为区域不稳定的
一个根源。
东亚各个国家(地区)开始思考，在区域贸易和投资联系日益密切、资本流动日益自由化的条件下，应
该如何确定货币合作的范围和方式，在不损害本国利益的条件下，实现本国和区域经济的共同发展，
保持区域金融体系稳定和经济增长。
    本书在最适度通货区理论的基础上，从经济因素的角度考察了东亚各国(地区)组建最适度通货区的
可行性。
    本书首先从博弈论的角度，运用Hamada和Fukuda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货币政策协调不确定条件下东
亚地区组建最适度通货区的成本和收益，接着分析了中国参与东亚最适度通货区的必要性以及成本和
收益。
然后，分别从东亚各经济体所面临的经济冲击的对称性、贸易与经济周期相关性的相关关系以及各经
济体之间货币政策的相依性三个角度，考察了东亚经济体组建最适度通货区的经济可行性。
    从经济冲击对称性的角度出发，本书建立了一个四变量的结构VAR模型，以欧盟国家为参照标准，
分别从经济冲击的对称性、经济冲击的规模以及实际有效汇率对潜在经济冲击的响应模式三个方面，
考察了东亚经济体组建最适度通货区的可行性。
结果发现，目前东亚地区并不满足建立全面的单一的最适度通货区的经济条件，但研究结果支持组建
子通货区的可行性，随着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这些子通货区再逐步扩大以形成更广泛的通货区域
。
    从贸易与经济周期相关性的相关关系的角度出发，本书运用最适度通货区标准的内生性模型，对东
亚各经济体贸易关联度和经济周期相关性的相关关系进行检验，发现两者之间存在较显著的正相关关
系，但与欧盟国家相比，相关系数较小，这表明东亚区域基本满足建立最适度通货区的动态约束条件
，但并不适宜组建单一的最适度通货区。
    从货币政策相依性的角度出发，本书对东亚经济体组建最适度通货区的可行性进行研究的结果表明
，东亚各经济体货币政策的操作是一个非合作博弈的动态调整过程，这就决定了目前在东亚地区组建
全面的最适度通货区是不可行的。
    综合以上三个不同角度的分析结果，其最终结论是：仅从经济因素的角度看，目前东亚地区并不满
足建立像欧盟国家那样全面的最适度通货区的条件，但存在着组建子通货区的经济可行性。
由于东亚经济体间更紧密的贸易联系会导致一致性程度更高的经济周期，因而随着东亚地区贸易以及
经济一体化的深化，地区内最适度通货区的范围会逐步扩大以致形成更广泛的区域。
无论是从经济冲击的对称性、贸易关联度、经济周期的相关性还是货币政策的相依性看，中国尚不能
承担东亚最适度通货区的主导作用。
    在综合所有上述研究内容的基础上，本书提出了东亚地区组建最适度通货区的四阶段路径选择，并
指出应将东亚货币合作因素纳入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中来，通过提高货币政策的公信力、拓展东亚
区域双边和多边经济关系、扩大区域投资领域以及完善国内金融体制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来进一步
提高中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本书的主要创新之处是：(1)将最适度通货区理论的单一指标和由内生性指标所决定的动态约柬条件
结合起来，考察东亚最适度通货区的经济可行性。
(2)从经济冲击对称性的角度出发，运用结构VAR模型，通过分析不同经济体之间经济冲击的相关性、
脉冲响应函数等对东亚地区组建最适度通货区的可行性进行了研究。
(3)从贸易关联度和经济周期相关性之间的相互关系入手，对东亚是否满足最适度通货区的内生性标准
进行了检验，认为东亚地区的贸易一体化和货币一体化可以同时推进。
(4)根据对东亚地区组建最适度通货区的经济可行性条件的分析，对东亚地区最适度通货区的具体路径
提出了建议，并指出了未来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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