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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跨国中央银行视角下的货币联盟研究》从跨国中央银行的视角来研究货币联盟。
近年来，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一体化的快速推进，世界各地货币联盟的组建蔚然成风，建设速度
很快，这必将深刻地影响未来世界货币与经济格局，我国也同样面临这样的局面。
那么，全球快速推进的货币联盟现在到了一种什么状况？
它们的历史、现状如何？
有什么成功经验、失败教训、存在什么困难，等等，这些问题需要我们了解清楚。
所以，研究货币联盟是当前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发展阶段的要求。

　　为什么从跨国中央银行角度来研究？
因为跨国中央银行是货币联盟能够巩固、持久和继续发展的重要保证，是判断一个货币联盟发展阶段
高低的重要指标。
不设立跨国中央银行的货币联盟一般采取的是成员国之间不同货币可兑换的合作，成立跨国中央银行
的货币联盟则意味着货币联盟内由跨国中央银行发行同一种货币，而这两种不同形式的货币联盟有着
本质的区别。
拥有跨国中央银行的货币联盟对于重塑国际经济乃至政治格局可能会有重要影响。
所以，本书选择已成立或将要成立跨国中央银行的货币联盟作为研究对象。

　　《跨国中央银行视角下的货币联盟研究》研究内容涉及的相关理论包括最优货币区理论、货币联
盟理论、经济一体化理论、国际金融合作理论、亚洲货币合作理论以及部分中央银行理论。
其中，最优货币区理论和货币联盟理论是本书基础的、核心的理论。
本书对最优货币区理论发展的主要脉络、不同年代和不同经济学家不同的研究侧重点以及最优货币区
标准、分析方法、不足、最新进展等进行了回顾，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最优货币区与亚元区的设想、亚
洲货币合作的因素分析、最新进展以及合作方式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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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4.2 经济方面有利益　　联邦德国对于法国提议的支持也有经济方面的考虑。
联邦德国以其先进的技术和强大的实力而稳居欧洲第一大经济强国地位，与其让欧洲其他国家得益于
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化，不如让自己也参与其中，利用自己的经济强势和在欧洲货币体系中已有
的主导地位，对货币一体化进程施加自己的影响，使其发展符合自己的利益。
　　具体来说，欧洲货币联盟发展历史中还有以下一些经济因素。
　　L货币联盟的基本前提是国家间紧密的经济联系　　无论是拉丁货币联盟、斯堪的纳维亚货币联
盟还是欧洲货币联盟，其经济上的联系是其成员国能够就货币问题达成协议、形成联盟的基础。
这种经济上的联系可以是多方面的，但是在货币体制上的共同性是最为基本的。
例如，拉丁货币联盟的成员国均实行金银复本位制；斯堪的纳维亚货币联盟的成员国都在联盟建立前
实行银本位制，联盟建立后，都实行金本位制。
货币体制的共同性是建立联盟的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其充分条件。
斯堪的纳维亚货币联盟能够在名义上支撑60年（实际上也有40年），就在于其成员国之间在整个经济
领域的互补性和相互依存度要远远高于拉丁货币联盟。
　　2.经济发展水平的相近性是货币联盟得以维持的又一个重要条件　　在欧洲早期的两个货币联盟
中，拉丁货币联盟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要比斯堪的纳维亚货币联盟大得多。
法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且经济实力强大；希腊则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瑞士和比利时虽然经济
发展水平与法国相当，但是经济实力差距较大。
因此，拉丁货币联盟从其一成立就蕴涵着诸多的内部矛盾。
斯堪的纳维亚货币联盟的三个北欧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比较接近，因此联盟在最初的近40年
间没有出现大的问题，以后联盟的解体也主要是外部原因所致。
欧洲货币联盟最初也是由西欧几个经济联系紧密、发展水平接近的国家先发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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