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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是目前国内唯一一所以
研究国有经济为主要内容的重点研究基地。
截至2007年，中心共有研究人员27人，其中教授、博士生导师15人，副教授8人，讲师4人；有24人具
有博士学位。
　　中心成立七年来，共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社会科学基金、其他（省）部委基金和企事
业单位委托项目72项，累计获得科研经费700余万元。
　　自中心成立以来，产生了一批比较有影响的科研成果。
累计在CSSCI检索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400余篇，其中有30余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等权威期刊或
被《新华文摘》等转载，共出版专著30余部，获省部级奖励40余项。
　　中心在积极进行国有经济开拓性研究的同时，还利用自身丰富的中外文图书资源、先进的信息技
术手段、浓厚的学术氛围、经常性的学术活动多层次地研究课题，搭建起培养高级经济学人才的平台
，探索新时期拔尖人才培养之路。
中心不仅定期举办“国有经济博士论坛”（现已举办37期），展示研究生的横溢才华、创新思想和学
术成果，提升他们勇于探索、善于创新的信心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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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动荡之后，人民币汇率、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以及东亚区域货币
合作问题进一步成为各方面关注的焦点。
《东亚区域货币合作与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在上述背景下就东亚货币金融合作与人民币汇率问题展
开全面、深入的研究，指出东亚区域货币合作、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与人民币的区域化之间有着密切
的相互联系，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变革应当以东亚货币合作与人民币区域化为背景，与其相适应，而东
亚货币合作的具体形式与发展路径也应当建立在人民币汇率制度演变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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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晓，男，1963年生于北京，1995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副院长.兼
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日本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厦门大学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兼职教授、辽
宁大学比较经济体制研究中心兼职教授等。
主要研究领域：世界经济、东亚经济发展。
　　丁一兵，男，1973年生于武汉.2004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吉林大学
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兼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理事及“发展经济委员会”委员。
主要研究领域：国际经济学、东亚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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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2008年5月5日ASEAN10+3财长在马德里召开会议，决定出资800亿美元建立共
同外汇储备基金。
总体来看，这次会议有关CMI的进展大致有三点：（1）继承2007年京都协议的成果，明确建立自行管
理为原则的共同外汇储备基金；（2）通过强化区域内政策对话，发挥共同监督进程的作用，探讨建
立在必要时提供有效信息的区域性国际性机构；（3）作为CMI多边化的具体形式，确定共同外汇储备
基金的总额为800亿美元，其中ASEAN和中、日、韩三国的出资比率为2：8。
　　显然，共同外汇储备基金的顺利实施特别是随着必要的监督实体的产生，将使cMI发展成为东亚
地区的区域货币基金。
按照现行的出资方式，在ASEANl0+3框架下出资80％的中、日、韩将成为该基金启动和运行的主导力
量。
同时，伴随着共同外汇储备基金的顺利实施，东亚各国、各地区在危机救助方面对IMF的依赖程度将
会减少，其独立运作的空间明显增大。
　　进人2009年，面对全球金融危机不断深化及其对全球实体经济的冲击日益严重的局势，为了缓解
危机对东亚区域金融稳定的破坏性冲击，2009年2月22日ASEAN10+3特别财长会议在泰国普吉召开，并
联合公布了《亚洲经济金融稳定行动计划》（简称《行动计划》）。
该计划主要包括四项内容：（1）将“清迈倡议多边机制”（CMIM）的共同储备基金规模由800亿美
元扩大到1 200亿美元；（2）为保证共同储备基金的有效管理和使用，提议建立独立的区域性监控实
体：（3）在上述两项措施实施之后，共同储备基金启动与IMF的条件性贷款比例将从目前的80％进一
步降低；（4）针对成员相当大规模的外汇储备通过各种途径回流美国金融市场的情况，允许各国将
外汇储备中的一部分专款专用，为各国外汇储备管理提供了一种适当的形式。
　　《行动计划》的推出为CMIM的制度化建设奠定了基础，从中长期看也为更高层次的区域政策协
调和货币合作搭建了一个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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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民币国际化、东亚区域货币合作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本质上是一个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的过程
。
本书指出人民币区域化或“亚洲化”的路径及其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发展
前景，而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图式。
所以，人民币的国际化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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