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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研究》以最优货币区理论、货币搜寻理论以及计价货币选择理论为基础，对
东亚货币合作的发展历程、制约因素等问题进行分析，对东亚货币合作的可行性进行实证检验，揭示
了东亚区域货币合作最有可能选择的模式，进一步讨论了在区域合作的背景下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战
略。
　　作者，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货币政策、金融监管，现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
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国际金融研究》、《世界经济研究》、《亚太经济》等核心期刊发表论
文十几篇。
　　《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研究》只代表个人观点，与作者所在单位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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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国加入货币区的收益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有利于减少货币汇兑成本。
货币区内的各成员国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对外联合浮动，这就减少了不同货币兑换带来的汇兑成本，
这不仅减少了汇率风险还有效地避免了货币的错配问题。
　　（2）节约外汇储备，削减汇率风险。
由于货币区内会建立共同的外汇储备池以及相应的分享机制，所以各国的外汇储备就会在一定程度上
有所减少，从而可以降低巨额外汇储备带来的机会成本。
1969年，卡夫卡分析了加入货币区可以节约外汇储备的三个原因：一是成员国之间可以通过建立外汇
储备池的方式和相互抵消贸易差额的方式来节省外汇储备，纠正国际收支不平衡；二是区域内每一个
成员国可以利用货币互换贷款来融资，这样就起到了节约外汇储备的作用；三是各个成员国可以通过
货币联盟进行结算，这也可以有效地节约外汇储备①。
可以使成员国将更多的资金用于经济建设，拉动国内投资。
固定汇率促进了区域内的投资与贸易的发展，有利于区域内各国的稳定发展。
　　（3）可以减少投机性冲击，增强成员国抵御投机的能力。
货币联盟能够集中各成员国的外汇储备，建立外汇储备池，从而发挥储备池的规模经济效用，可以在
区域内资本完全流动的条件下，有效应对投机性资本的冲击，可以减少由金融危机演化成经济危机的
可能性。
尤其是对于小型的经济体，加入最优货币区可以借助货币区的力量有效地防范短期投机性资本的冲击
，维持国际收支的平衡，保证国内经济的稳定发展。
　　（4）依靠货币一体化加速财政一体化。
货币联盟的示范效应使得经济发展较落后的地区的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待遇，这样会使得失业加剧，由
于失业比经济增长率偏低更容易被人们看到，所以就产生了财政一体化的动力。
但是财政一体化本身并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其中的作用机制充斥着政治因素，需要同一区域内经济
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作出让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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