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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亚太经济与金融论坛是由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于2007年9月发起成立的高层次沦坛．旨在推动经济和
金融领域的学术发展，同时为中外政策制定部门提供有益参考。
自成立以来，论坛先后以”中国懂行业的开放与银行法人治理”、“中国金融改革3C2年回顾与展望
”、“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面临的新挑战”、“经济复苏、结构调整与制度变革“为主题举办了四届
，吴晓灵、朱民、马建堂、王广谦、RonaldI
McKnnon、earny
Echengree、Wing"FnyeWee(胡永泰)、YUnQChulPark、GeoffBaby等一批著名经济学者应邀发襄了主题
演讲。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等国内著名高校、科研机构
和金融机构．以及美国、德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的学者参加了历届论坛。
亚太经济与金融论坛正逐步成为中外经济金融学者定期交流的重要学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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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亚太经济与金融论坛大会演讲综述
第四届亚太经济与金融论坛大会演讲综述
特约专稿
　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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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张投资、经济增长与投资效率——基于金融危机前后的对比研究
　金融危机中的日本零利率政策：缘起、效果与趋势
　金融危机与股市日内波动：基于中港美金融高频数据的实证分析
　经济发展与银行业发展关系的实证分析
　后危机时代的银行私有化改革
　HousePrices，RentsandtheFinancialCrisis：AChinesePanelStudy
国际金融、汇率与国际贸易
　QE2冲击和中国的政策选择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市场驱动力探索
　中国资本管制政策的有效性研究——基于1991—2009年度数据的实证分析
　相对生产率与均衡实际汇率模型——BSH模型对Elbadawi(1994)的扩展
　国际产品内贸易对中国收入分配的效应研究——基于中国工业行业数据的经验分析
　国际货币使用的惯性问题与人民币未来的国际化
　⋯⋯
公司理、微观金融与金融市场
结构调整与低碳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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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国际分工体系呈现出如此的层次特点，决定了人民币国际化首先是在周边国家和经济区域的国际
化，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同时，借鉴美国与典型美元化国家的关系，也进一步支持了这一判断。
基于前两个层次的分工体系考察，还可以发现：人民币在更大范围内的国际化将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
程，而在此过程中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作为经济基本面因素）将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2.规模经济的视角　　本币国际化国家的一个重要品质是具有广泛的交易网络，即该国有较大的
贸易规模。
从中国整体来看，进出口商品贸易额已经达到相当大的规模，2005-2008年，中国在世界贸易额连续排
名第三位，2009年排名第二位；2009年的出口额超过德国跃居第一位，其贸易顺差排名第一。
这对人民币的国际化是有利的，将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的交易中发挥载体货币的功能
。
但是从贸易方向上，如果以国别来算，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是美国，中国是对美国顺差最大的国家。
因此，在选择贸易计价货币和结算货币上，中国企业和美国企业的交易想转换成人民币计价的阻力很
大。
那么从亚洲经济区来看，2000年以后，中国与亚洲周边国家的双边贸易情况发展迅速，中国与东北亚
国家、东盟国家的贸易额迅速增加。
2002-2006年，中国与东盟国家整体上是贸易逆差，对亚洲经济整体（不包括香港和台湾）是贸易逆差
，与香港是贸易顺差，与台湾省是贸易逆差。
　　2002-2006年，从亚洲国家和地区数据的合计（不包括香港、台湾及其他地区）来看，中国对该地
区的贸易差额是商品的净输入，但是体现在货币流上是货币的净流出，而且这种流动的规模是比较大
的。
长久以来，亚洲国家的对外贸易主要是以美元来计价的，那么中国需要向亚洲输送大量的美元。
如果这些贸易额不是以美元而是以人民币来计价的，那么则表现为人民币的净流出。
中国对台湾的贸易是大额逆差，但是对香港是贸易顺差。
如果进出口的贸易均以人民币来计价并结算，那么人民币可以在该经济区域范围内实现自动循环和平
衡。
　　从数据获得的观察结果是，近年来亚洲地区贸易的增量大部分与中国相关。
1995年以来，除了中国之外的亚洲地区内部贸易规模基本上维持不变，但是包含中国的地区内贸易额
却稳步增长。
中国出口额占区域内贸易总额的比重从2000年的24010提高到了2004年的近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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