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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 ：关注人民币就是关注你的未来　　在如今这个几乎人人都能大侃特侃“经济”的时代，人民
币理所当然地是个社会目光关注点。
富豪们关注人民币，因为他们要时时提防着自己的资产缩水；中产阶级关注人民币，因为每一轮金融
危机都会让一大批中产阶级变为小康阶层；小康之家关注人民币，因为他们每天都在思考如何让钱生
钱，尽快成为中产阶层；没多少钱的“穷人”关注人民币，因为他们不但要解决眼下的温饱问题，更
梦想着有朝一日也能够感受一下当个有钱人的滋味⋯⋯　　聪明的外国人也来关注人民币了，因为他
们明白一个道理：货币货币，是先有货后有币，货币值钱的前提是这个国家的货多。
自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短短的7年，中国的GDP就从全球第六跃升到第三，中国的经济
发展速度全球最快，中国的货相对于币最多，因此，人民币一路升值。
当下，世界需要人民币，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也好，发展中国家也罢，都希望人民币能进入国际货
币体系，并期望其能发挥更大作用，尤其是希望它对全球经济的复苏发挥扛鼎之力。
　　似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问题才从理论研究层面上升到实践领域，但其实，人民
币倍受瞩目，还是缘自其内在的品质。
　　有实力才更有魅力　　　　从以铁犁耕种的农民生产活动到以坐在电脑前的白领为特色的现代职
业；从伽利略手工制造的两英寸望远镜尚不能清晰辨认土星的光环到半径10米的成对的凯克天文望远
镜能够观察到距地球120亿光年的太空；从骑马传递书信到以光速传播信息⋯⋯从古至今，人类社会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是不管朝代如何更迭，经济体制如何变迁，亘古不变的是，人们要在社会上生存就必须有“钱
”。
中国自古有俗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无钱买米，哪怕是最能干的人生存都会成为问题。
而有钱，意味着能够购买到生活必需品，养家糊口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样样都离不开钱；有钱，意味着
能够得到更好的受教育的机会，从而提升社会地位，所谓“学而优则仕”，要先有钱学习，才能为社
会做贡献；有钱，还意味着能够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实现梦想，脱离了为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奔波劳碌
的生活状态，才能追求理想的生活境界⋯⋯　　关于金钱的重要，中国自古有个很形象的注释：“有
钱能使鬼推磨。
”而如今，金钱的威力更是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来得强大。
不信的话，你看看大多数普通家庭里，贡献多的一方腰杆子总是挺的更直溜，而赚钱多少当然地是贡
献大小的最直接的衡量标准。
你再看看这个世界，哪些国家最有发言权？
哪些国家说话底气最足？
而又有哪些国家始终处于弱势地位？
难怪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先生总结出这么一句话：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住了所有国家；如果
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住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住了整个世界。
　　金钱的威力如此巨大，但是，令人费解的是，主体国家控制世界经济——也就是金钱——的能力
却被大大削弱。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这个原因可以用五个字来概括：经济全球化。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纸币印制厂印刷出的100元钱，很可能飞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也有可能在世界
两百多个国家里都曾经飘过它的身影。
由于流通的领域与速度难以预测，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真正控制住所有金钱的来龙去脉，因此世界的
经济形势变得越来越纷繁复杂。
　　我们知道，世界上有两百多种货币，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国家的钱。
那么为什么有些国家的钱能够全世界流通，而有些国家的钱却只在小范围内流通呢？
那些能够飘过五大洲四大洋的票子难道和其他票子差距就这么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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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归根到底，钱的后面是实力，有实力的国家世界上对于它的货币的需求自然就大，而它的货币自
然成为国际公认的流通货币，于是这个国家制造出来的一张张纸币也变得“雄赳赳，气昂昂”，其他
货币则不得不俯首称臣。
真是应了一句话：“有实力才会有魅力，有魅力才更有号召力！
”　　　从紧盯美元到美元依赖　　　　眼下，世界经济实力排名第一的国家非美国莫属，其国内生
产总值（GDP）超过97万亿元人民币。
依靠着国家实力这座大山，美国发行的美元可说是有恃无恐。
时至2008年年底，美国发行的美元折合人民币约56万亿元，同时其他国家购买了美国发行的国债折合
人民币约15万亿元。
全球外汇储备折合人民币约 45万亿元，所有外汇储备中美元最多，折合人民币约29万亿元，占64.9%
，因此美元成为全球第一货币。
在世界范围内，美元也是最好用的钱。
　　美元很美，它是发达国家和富人们的宠儿。
当今世界，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美元所占比重超过60%；在外汇交易货币中，美元占比超过40%。
整体看来，尽管美国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但美元仍?是最被广泛接受的国际化货币。
　　美国很聪明，知道机会是为有准备的人而留。
当世界经济迈向全球化、金融迈向一体化时，货币的世界属性便凸显出来。
经济和技术高度发达的美国，率先认识到世界货币的重要性，因此，美国在发展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
的同时，着重发展了其货币即美元。
短短的几十年，美元摆脱了金本位和金汇兑本位，以美元本位统领了全球经济，成为世界货币体系的
主导者。
　　现在让我们转到正题。
读者一定会问，既然美元现在这么强势，我为什么要关注人民币？
它能不能实现国际化和我有什么关系？
以笔者从事多年经济工作的经验来看，你现在也许还可以对它不闻不问，但总有一天它会成为你必须
关心的问题，因为人民币再也不是那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如今它已长成气宇轩昂、引人注目的青年，
正充满信心地准备去进行自己的全球探索⋯⋯　　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位青年目前的体能状态。
　　人民币，是一个拥有地球上1/5人口的国家正在使用的钱。
2009年这个国家的GDP达到了34万亿元，在世界上排名第三。
这个国家发行了约56万亿元人民币，同时又用约14万亿元购买了其他国家的钱，用于交换以及为不时
之需做准备。
　　如果没有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的话，美元眼里的人民币还是一个不起眼的孩子。
的确，与1792年诞生的美元相比，1948年才出生的人民币显得有些稚嫩，但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取
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经济以平均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中国也由一
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发展成为经济总量全球排名第三的国家，中国人使用的钱——人民币也必然地
赢得了全球主要国家和经济体的关注。
时下，人民币的交易结算越来越多，尤其是全球遭遇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后，更多的人把目光投向了
人民币这个发展速度最快国家的货币、这个长期以来不贬值的货币。
国际金融危机之时，正是中国实现资本积累之际。
如今，中国的金融资本不仅可以在危机中解救中国经济，甚至具备了可以援救美国经济的实力。
于是，世界货币体系即将迎来一个新生力量——人民币。
　　人民币国际化正当其时　　　2008年12月到2009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先后同韩国、中国香港、马
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和阿根廷等6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总额6500 亿元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
议。
2009年4月，中国政府决定在上海市和广东省内4城市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在汇丰银行和东
亚银行相继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后，2009年7月2日，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下发了《跨境贸易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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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算试点管理办法》，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保驾护航。
　　无论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当口，还是在下一轮经济周期之中，中国如果要想在国际经
济金融上发挥更大作用的话，人民币必须国际化。
　　然而，虽然中国国内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呼声在20世纪90年代已然出现，但直到美国次贷危机全
面爆发前，人民币国际化并未成为中国政府真正考虑的选择。
一般而言，只有发达国家才有将本币国际化的强烈动机，而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水平
和人均资源拥有量都相当低，且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又奉行韬光养晦的对外策略，因此缺乏推动本币国
际化的强烈意愿。
　　自2008年9月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态度明显由冷转
热。
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政府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人民币已经提升到国际化的程度了。
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确保了人民币的升值，颇具价值的人民币正在大踏步地迈向国际化。
　　不难预测，中国政府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一方面，中国将与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与泰国、菲律宾、越南等东盟国家以及中国台湾、俄罗
斯等重要贸易伙伴实现双边本币互换；另一方面，中国将批准更多的城市，尤其是与东盟各国联系紧
密的昆明、南宁以及中国重点发展的金融中心城市成为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试点城市。
　　在当前条件下，人民币国际化的最大障碍在于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尚不成熟，这就限制了中国政府
在短期内全面开放资本项目与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可能性。
对中国而言，资本项目管制是防范金融危机爆发的最后一道防线。
在中国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投资者与监管机构基本发展成熟之前，中国不可贸然放开资本管制。
这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注定是一项长期、渐进的系统工程。
　　总而言之，目前中国已经进入改革开放的深水区，“摸着石头过河”的传统发展策略也到了调整
的时候。
为了让经济发展与货币发展同步，我们既要敢于承受阵痛，又要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尽快推动人民币
国际化。
　　读者在某一天会发现，人民币这个天天围绕在我们身边的大孩子，随着他在国际货币大家庭中越
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他偶尔调皮的一个小动作，就会影响到我们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他
不经意间打个喷嚏，或许全球都会得场不小的感冒。
他终将会变得让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可能为他欢喜为他忧。
　　本书从发达国家货币的国际化历史出发，探讨人民币国际化的目的、作用和意义及其对我国经济
的影响，并以国际主导货币国家本币国际化的过程、经验和启示，探索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和未来走
向，揭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对全球、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影响，从中获得一些关于做好人民币国际化
的准备和风险防范的提示。
　　　　本书还对国际货币体系未来一百年的发展进行了展望，提出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货币的愿景
。
　　　　希望本书能对我国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及中国和世界的金融科学发展，以及帮助企业和个人
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实现利益最大化，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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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货币”的愿景下，于众声喧哗里如何保持冷静之态，是人民币必须直面的终极
命题。
　　不久的将来，全球三百多种货币之中，有没有一种冲将而出，成为凌驾于政治版图和疆域国界之
上的超主权货币？
本书给我们展示了人民币的未来图景：走一条渐进式的崛起之路，在风云巨变的国际金融格局里与美
元、欧元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才是未来全球化框架下整个中国的宏伟诉求。
　　人民币不仅是我们腰包里的货币，还是国库里的货币，是中国得以在更阔远的范围里引起更广泛
尊敬的资本和武器。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关心人民币就是关心你自己的未来，国家的未来，以及整个世界的未来。
　　本书用通俗的语言和生动的财经故事，阐述了当今国际主导货币国际化的过程、经验和启示，揭
示了货币国际化的目的、作用和意义。
阐明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和利弊，提出了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国家、企业和个人相应的风险防范
措施。
本书还展望了未来一百年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提出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货币的导向。
该书力图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为企业和个人实现利益最大化，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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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什么是货币的国际化　　货币国际化，是某一货币被该货币发行国之外的国家接受并用作交换媒
介、记账单位和价值贮藏手段。
有人更形象地比喻货币国际化就像“打白条”，只不过要想让其他国家都对“白条”趋之若鹜并不容
易，历史证明，这需要依赖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建立起来的“国家信用”才能做到。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日元国际化及欧洲货币一体化的成功推进、欧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出现
，货币国际化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兴趣。
　　货币国际化的含义　　“欧元之父”蒙代尔认为，当货币流通范围超出法定的流通区域，或者是
该货币的分数或倍数被其他地区模仿时，该货币就国际化了。
　　也有学者认为，如果没有国际交换媒介，不同货币区之间的贸易只能以不同国家的货币执行。
如果交易商有许多需要不同货币的交易，他就不得不持有大量的各种现金，携带成本很大。
而私人交易者会以最适当的主要的货币来从事交易，以节约携带成本，并使由于汇率浮动而产生的信
息不确定性最小化。
　　蒙代尔认为，一国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取决于人们对该货币稳定的信心，而这又取决于以下因素
：货币流通或交易区域的规模，货币政策的稳定，没有管制，货币发行国的强大和持久货币本身的还
原价值。
他认为货币作为公共物品，具有内在规模、范围经济，市场的广度、深度是衡量一种货币利用规模经
济和范围经济的程度，流通区域越大，货币对付冲击的能力越强。
　　　货币国际化的影响　　　关于货币国际化对经济政策的影响，经济学家很早就作过分析。
以美元为例，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承担着两个责任，即保证美元按官价兑换黄金、维持各国对美
元的信心和提供清偿力，但这二者之间是相互矛盾的，此即所谓的“特里芬两难”。
经济学家们认为，美元作为世界关键货币不仅面临“特里芬两难”，而且美元的国际作用减少了美国
执行独立货币政策以及运用货币贬值政策的能力。
在通过讨价还价机制把价格引入货币搜寻模型、分析货币购买力问题之后，他们发现，国际货币在国
内比国外有更大的购买力，并且它比非国际货币在国外有更大的购买力。
　　对于货币国际化的福利效应，经济学家们认为国际货币发行国可通过发行本国货币为国际赤字融
资。
随着一种货币国际运用的扩张，贷款、投资、商品和服务的购买都将通过该货币发行国的金融机构进
行，金融部门的收益会增加。
同时发行国际货币的国家能够获得国际铸币税收入，但铸币税收入的大小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发行国际货币的国家所获得的国际铸币税的规模依赖于该货币的国际垄断地位。
如果该国际货币处于完全垄断地位，则该货币发行国的净铸币税收益肯定相当大；但如果该货币面临
其他国际可接受的货币工具的竞争，则该货币发行国的净铸币税收益会相应减少。
如，经济学家曾对1965～1969年间英镑的净铸币税收益进行了经验测试，发现英国从英镑的国际使用
中获得的净铸币税收益为零。
　　而货币国际运用的成本主要体现在：在固定汇率制下，外国人偏好的转移可能会导致大量的资本
流动，破坏货币当局控制基础货币的能力并影响国内经济活动；在浮动汇率制下，这种转移导致汇率
的大幅度变动，可能会限制货币当局的国内政策能力。
如把日本看作本国，把东亚看作外国，当日元的国际运用扩张时，如果有高比例的日本企业选择PCP
定价和高比例的东亚企业选择LCP定价，日本的货币扩张对东亚经济将产生正的影响（以经济福利衡
量），而东亚的货币扩张对日本几乎没有影响。
因此，如果以日元作为计价货币的运用范围扩大，日本货币政策的外部影响将会更大，所以当日本实
行它的货币政策时可能会被要求把东亚考虑在内。
　　货币国际化的原动力　　从众多研究文献中，我们发现了一些货币国际化的原动力。
一是，货币国际化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而市场选择的条件包括政治上的强大和稳定、经济规模、国际
贸易投资的市场份额、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货币价值的稳定和产品的差异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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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货币在国际上的地位与该货币发行国的综合竞争力密切相关，而货币国际化既会给该国带来收
益也会有成本。
货币的国际地位越高，货币国际化将会获得更多的收益而承担较小的成本；货币的国际地位低，货币
国际化的成本可能会高于收益。
三是，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后会面临其他国际货币的竞争，而要保持其竞争力、巩固甚至提高其在国际
市场上的地位，也受许多条件的制约，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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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住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住了所有的人；如果
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住了整个世界。
　　　　　——美国前国务卿 基辛格　　中国的经济实力有助于人民币进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
子，虽然短期内人民币不可能成为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的主导货币，但未来人民币进入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SDR主导货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俄罗斯后工业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弗拉季斯拉夫　　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现实条件已经具备。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中经济评价中心主任 刘煜辉　　中国方面提出探讨创造一种
可以替代美元的新型国际储备货币的建议是合理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 斯特劳斯·卡恩　　未来人民币是否取代美元并不太重要。
因为世界储备货币以前是英镑，现在足美元，它们都是地缘政治的产物．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注定是
要消亡的。
人民币应该通过多边、双边协议，形成区域性货币地位，不应该和美元一起“沉没”。
　　——《石油战争》、《粮食危机》、《金融海啸》系列丛书作者，美国知名经济学家、地缘政治
学家 威廉·恩道尔　　人民币最终会国际化的，但这不是接下来12个月内能够实现的。
人民币国际化在未来10年内一定能够实现，与然也许最快在未来5年内就会发生。
　　　　　　　——高盛公司全球经济学家 吉姆·奥尼　　人民币地位的变化，从根本上取决于中国
经济能否持续稳定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随着中国的日渐强大，人民币日益深入的国际化是不
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鲁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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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际金融格局酝酿巨变，中国将扮演什么角色？
世界货币三足鼎立，人民币如何向美元挑战？
超主权货币or世界元，谁将主导未来货币世界？
《次贷危机》作者义一金融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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