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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推进东亚货币合作中, 政治等非经济性因素所起的作用比最优货币区的经济趋

同标准更为重要。在各个领域, 东亚各国的差异是非常大的, 不利于展开货币合作。但反过

来看, 正因为存在着这样多的差异性, 存在着许多的冲突因素和对和平稳定的威胁, 因此,

就更需要在货币金融和经济领域做出更多的实质性合作, 并努力实现有效的合作目标, 以促

进其他非经济领域矛盾和差异的缓和与消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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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蒙代尔关于 /金融稳定性三岛0 的预言

自 20 世纪 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制崩溃以

来, 区域货币一体化已成为一股方兴未艾的潮流。

最早从理论上研究区域货币合作和研究最深入

的是罗伯特1 蒙代尔。他也因此于 1999年获得诺

贝尔经济学奖。蒙代尔于 1961年就提出了最优货

币区理论。该理论认为, 在货币区内部、地区之间

的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是自由流动的, 而在其他

区域之间不能流动时, 具有要素流动性的区域就构

成一个货币区。这样的区域可以采用单一货币或者

将区域各地区的货币汇率固定, 从而组成最优货币

区。随后, 麦金农、凯南、伊格拉姆、哈伯勒和弗

莱明、托沃尔和威力特等学者相继提出经济开放程

度、产品多样化程度、金融一体化程度、通货膨胀

率的相似性和政策一体化程度等经济趋同标准。另

外, 还有一些其它标准如经济结构的相似性、政治

文化历史因素等。

蒙代尔在 2000年泰国清迈召开的会议上预言:

在21世纪头 10年内, 随着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入发

展, 世界很可能出现一个以欧元区、美元区和亚洲

货币区为中心的金融稳定性三岛, 国际货币体系将

会重归于固定汇率制度。目前, 欧元区和美元区的

发展正热火朝天, 而亚洲的货币合作 (主要是东

亚) 却仍未付诸实施, 正处于停滞状态。如果在蒙

代尔预言的未来 10年或更长的时间内, 亚元区可

以横空出世, 亚洲国家将因一个更为平等的国际货

币体系的出现而受益。目前, 离蒙代尔做出预言的

2000 年已过去七年了, 离 2010 年也只有三年了。

从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现状来看, 我想, 蒙代尔关

于 10年内形成金融稳定性三岛的预言肯定是破灭

了, 余下的三年不可能完成亚元这个过程。蒙代尔

之所以敢在 2000年预言 10年内形成金融稳定性三

岛, 很大可能是由于两个因素: 一是亚洲金融危机

后各方面呼吁东亚展开经济合作和建立区域货币合

作的呼声很高, 各国政府也确实在这段时期展开过

一些工作, 使他得出了亚洲展开货币合作的必要性

和紧迫性; 二是从 1999 年 1 月 1 日起, 欧洲共同

体试行欧元, 欧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欧洲的合

作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这使他得出了亚洲开展

货币合作的可行性, 欧洲可以, 亚洲为什么不可以

呢? 或许是这两个主要因素激发了蒙代尔的思想,

从而说出了全球将在 2010年内实现金融稳定性三

岛的预言。

二、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非经济性障碍

东亚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最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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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力的地区之一, 是全球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很

多经济学家认为, 一个地区要成为最优货币区, 必

须满足下列几个条件: 有较高的对外经济开放度,

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较高, 经济发展水平一致, 要

素流动性较强, 货币政策目标相似等。大多数人认

为东亚国家基本上符合这些标准, 也有少数人认为

不满足这些条件。笔者认为, 东亚地区能否展开区

域货币合作的关键不在于是不是符合这些经济趋同

标准。由于亚洲地区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 东亚能

否尽快地展开区域货币合作, 关键在于它的政治等

非经济性因素。本文主要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

来分析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障碍。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 经济基础决

定上层建筑, 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经济决

定政治, 政治反作用于经济。笔者认为, 政治等非

经济性因素在东亚区域货币合作中起关键作用。

11 专制主义传统对主权让渡的高度敏感与抵

触。金融在现代经济发展中起着核心的作用, 没有

金融的稳定, 国家经济就会陷入瘫痪。而货币的发

行权又是金融经济当中最关键的问题, 牵涉到经济

主权。更深层次的货币合作, 要求参与者让渡部分

/ 经济主权0 , 而东亚国家普遍还处于国家发展历程

中的 / 主权扩张期0 , 很难接受主权的让渡。按照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观点, 在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历程中, 首先会经历一个相当漫长的 / 主权扩张

期0 , 随着国家形态的成熟和国际一体化程度加深,

甚至经过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战争所带来的巨

大破坏, 才会逐渐进入 / 主权收敛期0。西欧国家

正是在 / 主权收敛期0 开始其货币合作进程的。东

亚民族国家在近代晚期才逐渐形成, 之前, 有些国

家是西方列强的殖民地, 独立出来的时间不是很

长。而西欧国家则不存在这种情况。东亚国家现阶

段正处在 / 主权扩张期0 , 加之大国之间的各种纷

繁复杂的矛盾, 尤其是中日等大国间存在着巨大的

历史问题鸿沟, 除非有强大的力量加以推动, 或者

是大国 (如中日) 间的合作意愿及其关系产生了突

破性的进展, 否则, 涉及 / 经济主权0 的合作很难

深入展开。这也是目前以双边 FTA (自由贸易协

定) 等形式出现的贸易合作能够走在货币合作前面

的一个重要原因。

21 主导力量的选择。很多学者认为, 难以选

择主导力量和主导货币是东亚货币合作的主要困

难。如果需要主导货币的话, 东亚目前可供选择的

只有美元、日元和人民币。在目前的东亚货币关系

中, 最重要的是美元, 但以美元为基础进行货币合

作似乎又不能为东亚国家所接受, 因为不可能接受

美国参与东亚货币联盟, 从地理意义和政治意义上

都会排除美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之外。但美元的影响

却又一时难以改变。日元虽已是世界级国际货币,

但由于历史上的 / 东南亚共荣圈0 噩梦、现实经济

困境、潜在地缘冲突、日本在亚洲金融危机当中自

保的表现、国家声誉和政治权威, 使日本难以担当

东亚货币合作的主导国。中国虽然具有巨大的潜力

和良好的意愿, 人民币发展势头很好, 但由于现在

中国经济与金融实力仍然有限, 人民币还不能自由

兑换, 货币国际化程度不高, 资本市场还未完全开

放, 金融改革还不完善, 金融市场也不健全, 金融

监管水平还很低下等现实因素, 使得中国及人民币

很难在短期内充当主导作用。

31 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差异。根据最优货

币区理论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政治制度与意识

形态在国际货币合作中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 政治

一体化是货币实现一体化的重要条件, 是最优货币

区的重要标准。相同的政治体制、相似的政治价值

观念与意识形态是欧洲货币合作的重要基础。在东

亚, 从政治制度来看, 总统制、总理制、内阁制、

议会制等世界上存在的主要政治制度在这里几乎都

有; 从意识形态来看, 更是五花八门, 有社会主义

国家 (中国、越南、朝鲜) , 完全西方化的资本主

义国家 (日本 ) , 有东西合璧的发达国家和地区

(新加坡和香港) , 有介于其间的不成熟民主国家等

多种政治类型。

41 宗教与文化的差异。从宗教看, 东亚国家

有佛教为主的 (柬埔寨和泰国) , 有伊斯兰教为主

的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 ) , 有基督教为主的

(东帝汶和菲律宾) , 有以道教儒教为主的 (中国和

新加坡) , 差别很大。世界许多地区因为宗教信仰

的不同, 拼得你死我活 (如巴以冲突) , 更别说进

行合作了, 能和睦相处就不错了, 文化的差异也因

为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日益明显。东亚有些国

家还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排斥华人, 经常发生排

华事件。这些都会影响到东亚货币合作。

由于历史、文化、地缘、宗教、主权、经济等

多方面的原因, 东亚各国政治上存在明显的差异,

政治制度不同, 体制各异, 民主水平相距遥远, 政

治观念相差太大, 离货币一体化所要求的政治一体

化程度还非常远。这是不利于合作的重要方面, 这

一点跟欧洲、北美和拉丁美洲甚至非洲都不能相

比。可以说, 从这些方面来看, 东亚甚至是最不利

于进行国际货币合作的地区。

三、东亚货币合作的前景

前面讲了东亚货币合作的非经济性阻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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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 这些非经济性因素在推动东亚货币合作

当中的作用比最优货币区理论中的经济趋同标准更

为重要。据统计, 目前世界上国家之间签订的自由

贸易协定有100多个, 多边经济合作组织也有几十

个, 而在东亚, 除了东盟之外, 连一个自由贸易协

定也没签订。从经济因素来考虑, 这个过程也不会

在短时期内完成。从非经济因素来考虑, 政治传统

等因素更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 它是一个渐进的过

程。所以, 东亚区域货币合作要走的路还很长, 不

可能像蒙代尔预言的那样能在短时期内完成。但这

并不是说东亚区域货币合作完全没有可能, 东亚区

域货币合作是早晚的事, 这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

果, 也是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必然结果。为了早

日形成东亚区域货币一体化, 东亚国家能够早日从

区域经济合作中受益, 笔者从经济主权让渡的国际

政治经济学视角提几点看法, 以促进东亚货币合作

的时代早日到来。

11 / 10+ 30 与 / 10+ 10 机制。这里的 / 100

指东盟 10国, / 10 指中、日、韩三国之一, / 30

指中、日、韩三国整体。这个机制是以业已存在的

东盟合作为核心, 中国、韩国和日本逐步加入到共

同的货币合作体系中。这个机制目前仅仅是东亚进

行经济合作的基本组织机制, 是一种非常现实的策

略性方案。东盟 10国均不足以与中、日、韩三国

抗衡, 东盟首先加强内部联合, 联合起来的 10 国

才能够与三大经济体系进行相对平等的货币合作,

形成比较合理均衡的东亚货币合作权力结构, 避免

出现东亚各国最为忌讳的地区霸权主导货币合作的

局面。目前, 日本经济力量相对大得多, 但又未成

为绝对霸权, 而且, 日本成为主导力量很容易使人

想到 / 东亚共荣圈0。中国的力量又不是很强, / 中

国威胁0 论也使东盟各国对于中国成为主导力量有

所顾忌。所以, 只有东盟先内部联合起来, 才能使

东亚区域货币合作顺利得进行。

21 双币过渡机制。有人指出, 在如此政治传

统多元、经济发展差异化的复杂的整个亚洲地区,

要实现像欧元一样的单一货币, 一步到位是不太可

能的。区域货币一体化是一个目标, 也是一个过

程。东亚货币合作可以考虑先形成类似于欧元产生

以前的欧洲货币单位 (埃居) 与各国货币并行的局

面。像我国的香港就是多币流通, 这样比较容易接

受。可以考虑在时机成熟的时候, 亚洲各国在保留

自己货币的基础上发行一种用于东亚国家之间的另

外一种国际性货币) ) ) 亚元, 这种亚元并不强势,

东亚各国在经济交往中可以选择本国货币与亚元的

权重, 并不是完全用亚元代替本国货币, 只是部分

地让渡了经济主权。随着亚元在经济生活中地位的

提高, 再最终以亚元取代本国货币。

31 多方面加强合作, 最终实现货币合作。货

币合作牵涉到国家经济主权, 进行起来不太容易,

但现阶段可以进行多方面的合作。贸易、投资、金

融、保险、科技、教育等领域的合作进一步深化,

这样货币合作就有坚实基础, 以其他方面的合作推

动东亚货币合作, 比较符合东亚实际政治经济状

况。东亚国家应该多方面加强交流, 进一步加强合

作, 这样双方之间共同的利益大大多于双边的冲

突, 彼此之间相互合作的政治基础就会大大增加。

比如中国与南海诸国解决南海的主权争端, 中日解

决东海的主权争端, 以政治合作促进经济合作。日

本对历史问题的态度等都会影响到东亚区域货币合

作。

总之, 在各个领域, 东亚各国的差异是非常大

的, 不利于展开货币合作。但反过来看, 正因为存

在着这样多的差异性, 存在着许多的冲突因素和对

和平稳定的威胁。因此, 就更需要在货币金融和经

济领域做出更多的实质性合作, 并努力实现有效的

合作目标以促进其他非经济领域矛盾和差异的缓和

与消减。从这个角度来说, 东亚区域货币合作任重

而道远。我们可以从上述多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并进行有益的尝试。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短时期内难

以实现, 但从长期来看, 随着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

深入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东亚地区货币合作必将

向前推进, 直到实现货币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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