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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一种货币能否成为国际货币，从根本上讲是市场竞争和市场选择的结果，而

市场选择的基础是货币发行国强大的经济金融实力。随着中国成长为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经济大国，成为国际货币是人民币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推进人民币区域

化是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有效途径和重要切入点，是合理的政策和战略选择。 

 

本书运用最优货币区理论、公共管理学等理论研究成果，以货币区域化的职

能维度和空间维度为主线，对人民币区域化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实施战略等进行

系统性讨论，旨在为推进人民币区域化战略提供积极的改革思路和政策建议。 

 

首先，本书运用研究政策制定过程的经典范式“多源流”理论分析了人民币

区域化成为中国政府现实政策选择的原因。以美元本位制为基本特征的国际货币

体系存在内在缺陷，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是较为现实合理的选择，人民币很

有可能成为其中重要的一极；人民币区域化有助于解决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格局

和提高货币政策自主性，有望成为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新动力。 

 

其次，本书从贸易基础和金融基础论证了人民币区域化的可行性。基于国际

贸易媒介货币选择理论的分析表明，以工业制成品为主导的出口商品结构、劳动

密集型和部分资本密集型产品具有较强竞争力、东亚地区“市场提供者”地位不

断增强等因素有利于人民币区域化，而对外贸易总体竞争力不强、出口市场相对



集中、原材料对外依赖程度较高等因素却不利于人民币区域化。我国金融业在总

量、结构、效率和对外开放方面取得的发展为人民币区域化提供了有力支撑，但

资本项目尚未实现自由可兑换、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程度不高以及金融市

场对外开放程度较低，制约了人民币在境外的流通和使用。 

 

再次，本书指出了实施人民币区域化的重点区域。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

（VAR）和 PPP-UIP-RIP 的实证研究表明，“两岸四地”的经济金融一体化水

平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港澳台地区是推进人民币区域化战略的首选之地。扩大

人民币在东南亚各国的影响力，进而成为东亚地区的锚货币，是人民币区域化取

得实质进展的重要标志。 

 

最后，本书提出了人民币区域化的总体目标、实施原则和政策举措。在这一

过程中，需要遵循尊重市场选择与发挥政府推动作用相结合的原则、夯实自身实

力和加强对外经济金融合作相结合的原则以及积极推进和弹性实施相结合的原

则。在明确这一战略目标的基础上，当前的工作重点是夯实国内经济金融基础、

深化区域货币金融合作、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以及加强风险防范等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