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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中美欧三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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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未来走向越来越成为国际政治领域的重大议题。中国、美国和欧盟三者构成其中的主要行为体。

但在货币体系、金融体系以及汇率体系这三个最为重要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子领域中,中美欧三边关系的利益聚合、互动方式和政策

诉求会呈现出不同的变化。中国虽然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力量有了显著增加, 但把自身的经济实力转化为金融影响力还需要一

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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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未来走

向越来越成为国际政治领域中的一个重大议题, 而中

国、美国和欧洲构成其中最为关键的三大行为者。这

不仅是因为此三者的经济总量及其所具备的全球影响

力,更是因为它们通常在若干重大金融议题上并不存

在一致的利益并由此引发了巨大的政策差异乃至冲

突。正是这种差异和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未来国

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基本格局。有鉴于此,本文将对国

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中美欧三边关系进行研究。

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其实包括有多个向度的子领

域,货币体系、金融体系以及汇率体系这三个子领域是

最为重要的。中美欧三边关系在这三个不同的子领域

呈现出不同的互动模式。只有深入探寻在这些不同子

领域的三边关系, 才可能更好地把握整体上的三边金

融关系发展脉络, 并因此更好地分析未来国际货币金

融体系的演变方向。

一、中美欧三边金融关系的简要回顾

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前, 中国与西方经济

体系隔绝,并不存在中美欧三方在金融领域的三边关

系。只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 随着中国相继加入国

际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机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IMF)、世界银行以及国际清算银行 之后, 三方才

在金融领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互动。1 然而, 在很长一

段时间内,这种三边关系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三边关

系,而是美欧双边关系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中国在

其中并没有多少发言权。

这种状况不仅在三边金融关系中如此, 就是在中

美、中欧这两个双边金融关系中也是如此。在上述两

个双边金融关系中, 中国处于毫无疑问的弱势和被动

地位。原因在于一方面中国对于美欧主导的国际货币

金融体系规则尚处于学习和适应过程当中, 另一方面,

同时也更为重要的是, 中国此一阶段的经济实力以及

相应的国际影响力相较于美欧明显处于劣势, 没有能

力在货币金融领域影响双边关系。美欧金融关系仍然

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居主导地位, 中国对其是单方面

的依赖。在这一阶段, 美欧双边关系, 而非中美欧三边

关系,对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中国

无法有效参与, 更不用说塑造当时的国际货币金融体

系重大事件了。广场协议的达成, 克林顿政府所奉行

的强势美元政策, 欧元的诞生以及美欧在这一领域的

博弈,还有东亚金融危机等数次地区性金融危机构成

当时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主要议题。

随着时间的进一步推移, 特别是在 2001年中国加

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 中美欧三边金融关系出现了逐

渐成形的趋势。促成这种趋势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迅

速崛起:根据名义 GDP来衡量, 中国先后超过英国、法

国和德国等欧洲强国, 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的第三大经济体;
2 根据国际贸易额来衡量,中国现在

已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 而且对外贸易

总额在未来一段时间也将超过美国;从外汇储备来看,

中国外汇储备增长惊人, 在短短几年内迅速成为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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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的外汇储备拥有国。3

不断增加的经济实力必然会提升中国的影响力,

进而改变原先那种只由美欧双方塑造国际货币金融体

系的格局。不过, 虽然中国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

影响力相比前一阶段已经有了很大提高,但在中美欧

三边金融关系中仍然无法居于核心和对等的位置。毕

竟无论从金融市场的影响力,还是从货币的影响力, 以

及国际组织的制度惯性等方面来看, 美国和欧洲依然

是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决定性行为者。中国在诸多重

要的国际金融议题中,还仅仅处于活跃参与者的角色。

此外,三边金融关系也仅仅是逐渐成形, 很难说真正形

成。美国和欧洲除了一些确实与中国有关的议题上,

比如人民币汇率问题或者 IMF份额调整,其他重大议

题的通常处理模式或者由美欧单边决定,或者双边沟

通协调。

由美国次级贷款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则

真正促成了中美欧三边金融关系的出现。本次金融危

机的源头在美国,并且迅速蔓延至全球, 包括中国和欧

洲在内的世界主要经济体都被深深卷入其中, 受到严

重负面影响。要尽早走出危机, 仅仅有美欧之间甚至

是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传统协调是远远不够的。如要

进行有效的政策应对,必须有广泛国际参与的政策合

作。美国和欧洲都已经意识到此点。新兴经济体因此

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大幅提高, 对国际金融事务

的发言权也大为增强,而中国无疑是新兴经济体中最

为引人注目的一个成员。非但如此, 这场危机所产生

的一个广泛共识是原有国际金融体系存有若干重大缺

陷,其中包括国际金融体系监管不力和国际金融组织

代表性不够等问题。要防止类似金融危机的再次出

现,弥补金融体系的制度缺陷以及进行相应的改革就

刻不容缓。而在改革的过程中, 中国拥有不容忽视的

发言权和影响力。这是各方都已经认识到的国际政治

现实。至此,金融危机改变了三边金融关系的互动图

景,中美欧三边金融关系名副其实。

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 中美欧三边金融关系已经

形成,但严格来说, 这还不是一个力量对称、影响力平

衡的三边关系。美国依然最具影响和实力,欧洲居次,

中国位列最后。美国的金融实力和影响力确实因为金

融危机而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在中美欧三边金融

关系中,仍然是力量最强的主导行为体, 无论欧洲还是

中国,很难说能够对其主导地位形成真正挑战;欧洲不

仅没有抓住金融危机的有利时机缩小与美国在全球金

融体系中的实力差距,反而遭受这场危机的较大冲击,

暴露了其在区域金融整合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等方

面的固有软肋,无法扩大世界对欧元的信心; 中国应对

危机的表现可圈可点, 并且也尝试着推动人民币在结

算货币以及储备货币等方面的地区化和国际化, 但毕

竟起步较晚且受到较为严重的制度限制, 要想获得足

够的国际金融地位,还需要较长时间的努力。

二、中美欧国际货币体系的三边关系

简单地说,国际货币体系是指在世界范围内, 各种

国家货币之间的关系。在金融危机以前, 三边货币关

系的特点是美元无论从储备货币、结算货币或是投资

货币角度衡量,都是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货币。欧

元不能够对美元形成真正全球挑战, 更多的只是一种

地区性的货币。受希腊等地区内国家的主权信用危机

冲击,其世界地位甚至更加不稳固。中国人民币仅仅

限于国内使用,无法对美元或者欧元产生实质影响。

二战后美元一直是最为重要的国际货币, 事实上

充当了世界基准货币的角色。
4
这种基准货币的地位

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作为一种结算货币, 美元在

全球外汇交易中, 占据了 86% 的份额。5 在国际贸易

中,美元也是最为主要的结算货币。作为一种储备货

币, 21世纪以来的绝大多数年份, 美元在全球储备货币

当中的比例在 63% 左右甚至以上。除了欧元区的周边

地区之外,世界主要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货币也主要和

美元挂钩。

尽管欧洲的经济总量大于美国, 欧元自出现以来

确实也取得了不俗的成果, 但迄今为止欧元在全球范

围内并没有竞争过美元。与美元相比, 欧元的发展有

如下几点弱势: 有限的经济增长前景。欧盟的经济

总量略强于美国,但其经济增长后劲不足,总量将会被

美国赶上; 缺乏统一的金融体系,各国金融体系未能

深度融合。伦敦、巴黎和法兰克福三足鼎立, 都是欧洲

重要的金融中心,却没有发展出一个真正的中央银行;

欧洲经济整合尚欠火候, 无法形成真正的整个区域

的宏观经济政策制定机制; 不仅欧洲自身,其他国

家在安全领域也大大需要美国。6

金融危机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地位, 美国经济

步入了二战结束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衰退。为了应对

危机,美国政府大举借债, 形成屡创纪录的财政赤字以

及负债。7 如此的债务负担将使美国经济的未来竞争

力和美国政府的债务偿付能力遭受质疑, 这直接影响

着基于信心基础的美元国际地位。
8
此外, 金融危机的

爆发还促使世人反思把美元作为全球主要货币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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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逻辑很简单, 一方面, 危机肇始于美国, 美元由美

联储发行而流通于全世界。源于美国的危机会迅速传

导到其他地方, 从而带来巨大风险。另一方面,美国可

以借助受其控制的美元来转移危机应对成本, 让其他

国家共同承担。

正是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元国际主导地位的潜在危

害,无论是欧洲或者是中国都对美元颇有微辞。欧洲

的代表是法国。法国总统萨科奇曾公开明确表示他将

寻求创造一个不再仅仅围绕美元的新国际货币体

系。9 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则发表了 关于改革

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 一文, 直指美元作为全球货币的

弊端。
10

如果在欧洲和中国的共同作用下, 中国选择放弃

美元转而支持欧元, 那么美元的国际地位很可能会遭

受致命的打击。然而, 尽管中国期待欧元能够发挥更

大的作用,但并不认为事实会如此。最近欧元区不少

国家的主权信用危机的爆发给欧元的前景蒙上了不小

的阴影。同样重要的是, 考虑到中国当前的外汇资产

组合,中国政府即使有意增加欧元储备和适度减少美

元储备,也不希望美元国际地位过度受损。这主要是

因为美元在现阶段丧失国际地位并不符合中国的根本

利益。据统计, 中国当前所持有的美元资产在 1. 5 万

亿美元左右。美元丧失国际地位意味着其将会大幅贬

值,并因此导致中国所持有的巨额美元资产面临巨额

损失。这显然不是中国愿意看到的。11

中国也抓住金融危机的有利时机, 积极采取措施

努力推动人民币地区化和国际化的进程。这不仅是防

范美元或者欧元风险的需要,也是中国经济实力上升

对本国货币提出的必然要求。人民币地区化和国际化

的具体政策主要表现在人民币的储备功能和结算功能

两方面。在储备功能上, 中国央行在金融危机爆发后

已经与 6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 总额达

到 6500亿元人民币。在结算功能上,中国政府从 2009

年初开始在国内部分地区与香港、澳门以及东盟国家

之间的贸易往来中试行人民币结算。尽管人民币初试

身手,但在现阶段其对欧元和美元都不构成实际挑战。

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现阶段仍处于初始的阶段, 无论

是规模还是重要性尚不具备和欧元以及美元竞争的实

力。另一方面, 人民币目前仍不可兑换, 资本项目没有

开放, 这极大地约束了人民币的国际吸引力和竞

争力。12

相比于金融危机以前, 金融危机之后中美欧在国

际货币体系中的互动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对美国而

言,要继续维护美元的国际地位,不允许有其他货币能

对其形成真正挑战,其主要关注对象是欧元, 而不是人

民币;欧洲的利益是进一步推进欧元在本地区与周边

地区的使用,提高其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份额, 并不满

意美元的绝对主导地位; 中国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还

会继续推进,但在短期内无法对欧元以及美元现有的

地位产生真正的实质影响。美欧关系仍是三边货币关

系中的最重要双边关系, 但中国力量上升的趋势明显。

中国在现阶段的重要性不是体现在人民币对美元和欧

元的直接挑战, 而是其在理论上可以凭借其巨额外汇

储备和经济实力作为一个关键性的平衡角色, 来改变

美欧两方在货币体系中的相对力量。不过, 考虑到中

国购买巨额美国国债的事实, 中国在政策选择上不得

不偏好美元,这形成了天然的中美货币同盟, 使得欧元

处于不利地位。

三、中美欧国际金融体系的三边关系

和国际货币体系主要着眼于各国货币之间的关系

不同,国际金融体系的主要关注对象是国际金融组织,

比如 IMF、世界银行和国际清算银行等。此外, 各国中

央银行、金融业以及在国际金融领域活动的各大私人

金融机构也包括在内。在国际金融体系中, 中美欧三

边关系最为集中地体现在 IMF 的改革上。

金融危机爆发以前, IMF的改革已经被广泛讨论,

并对其改革的必要性有了一定的共识。13 金融危机的

爆发更加凸现了 IMF 改革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作

为被赋予监管国际金融体系重大责任的 IMF, 它既不

能就本次危机的爆发发布及时准确的预警, 也不能在

应对危机的初期提供有效的政策建议和资源, 从而客

观上导致了危机的进一步全球蔓延。在这种情况下,

改革 IMF的呼声愈发强烈。所以, 问题不是改或者不

改,而是如何改。

美国和欧洲从自身在 IMF 已经既有的话语权和影

响力出发, 希望采取的是强化 IMF 的政策改革路径。

问题在于,在是否强化 IMF 作为全球金融体系更有力

的监管者方面,美欧必须得到其他国家,尤其是在全球

经济版图中越来越重要的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支持。

为此,美欧借助各种重要场合,特别是 G20峰会来实现

此政策诉求。在美欧的大力推动下, 以布雷顿森林体

系为基础的现有主要国际金融机构在未来的国际金融

体系中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这一点已经在迄今为

止的三次 G20峰会中得到了确认。

中国同意加强 IMF的作用当然是有合理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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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必须增加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在 IMF中的代

表性。所以,与支持 IMF同时推动的,还有中国在未来

国际金融体系中对更多话语权的追求, 特别是在 IMF

中的份额提高。增加了中国等国家的 IMF 份额, 就必

然意味着某些国家在其中份额的减少,特别是美国和

欧洲。在当前的 IMF份额中, 美国和欧洲占据绝对主

导地位。按照 IMF 的统计, 美国的份额为 17. 1% , 欧

洲国家的份额累计为 32. 4% ,而中国只有 3. 7%。14 如

果说按照 GDP的规模来衡量,美国在 IMF中的份额比

重尚可说大致相等的话, 那么欧洲在 IMF中的份额要

大大超过其 GDP的比重, 明显缺乏合理性。而中国的

IMF份额要显著低于其 GDP,严重不合理。所以在逻

辑上, IMF改革确实也要降低美国和欧洲的份额, 提高

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份额。这就涉及了 IMF改革的核

心问题 份额改革问题。

作为既得利益者, 美欧并不情愿放弃这种份额方

面的优势。虽然不情愿, 但中国已经和其他重要新兴

经济体联合起来,就 IMF 份额改革问题表达了态度非

常鲜明的立场。在 2009 年 9月举行的巴西、俄罗斯、

印度和中国 金砖四国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 与会

国家提出 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对于确保全球经济稳定

和平衡发展至关重要。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

行而言,影响两机构合理性的问题主要是份额和股份

的不公平分配。 15

在此情况下, 让渡部分份额是美欧必需的选择。

对美国而言,由于根据现有 IMF议事规则,重大事项必

须有 85%以上的投票权方能决策实施, 所以美国必须

至少要保有 15% 以上的份额才可以继续维持它的一票

否决地位。这意味着它的份额放弃幅度十分有限, 因

此美国试图施压让欧洲来承受份额的减少。在 G20匹

兹堡峰会召开前,美国政府曾提出过两个改革 IMF 的

具体政策建议。第一,从发达国家转移 5% 的份额到重

要的发展中国家。第二, 把现有 IMF董事会的 24席缩

减至 2012年的 20席。无论是上述两个方案中的任何

一个, 都会损害欧洲的利益。
16
为了取得欧洲在份额上

的让步,美国认可欧洲提出的对金融机构加强监管的

倡议。

根据计划, IMF 份额新一轮改革的结果在 2011年

1月之前应该会水落石出。若不出意外,中国以及其他

一些新兴经济体份额将会在此次调整中获得较大幅度

的提高。虽然这样的调整无法根本上挑战美国的 15%

否决权以及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在 IMF 中的最大份额,

但这是一个趋势,说明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发展, 中国

在未来的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大。这是

一种机制化的承认。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一轮份额调整中,虽然单凭中

国一国仍然无法调整美国和欧盟的否决地位, 但是如

果 金砖四国 在份额调整之后的总体份额若能由当前

的 9. 8%上升至 15% 以上, 并且可以形成某种程度的

份额联盟 , 那么将会改变目前 IMF 中只有美国和欧

盟才可以对重大事项具有否决权的现状, 从而改善中

国在中美欧三边在 IMF中的地位。

四、中美欧汇率体系中的三边关系

汇率体系中的三边关系是指美元、欧元以及人民

币各自的汇率政策及其之间的汇率关系。严格来说,

它应该属于货币体系的一个组成领域。但考虑到它的

重要性以及议题的相对独立性, 可以把它列为一种单

独金融关系。

在三边汇率关系中, 最为引人注目的当属人民币

汇率问题。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其对美

出口连年迅速增长,对美贸易顺差也不断扩大, 受此影

响,美国国内对中国政府人民币汇率政策的指责开始

不断出现,认为被人为压低的人民币汇率是导致美国

对华巨额贸易逆差出现的关键原因之一, 因此强烈要

求人民币升值。

经过慎重权衡,中国政府不仅决定在 2005年 7月

21日让人民币升值 2% , 而且以此为起点,开始了人民

币缓慢的升值过程。问题在于, 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和

速度并不让美国满意, 美国国内继续把其对华贸易逆

差视为过低人民币汇率的结果, 希望中国政府加快人

民币升值的步伐。为此, 美国政府此后仍不时采取多

边、双边和单边的各种措施来继续压迫人民币升值。

与美国对华的巨大压力不同, 欧洲在最初阶段并

没有加入共同施压的阵营。这是因为当时最主要的经

贸摩擦是中美摩擦而非中欧摩擦。直到 2007年, 中国

对欧盟出口才超过对美出口。
17
但随着中国对欧出口

的逐年增加以及对欧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 欧盟也开

始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对华提出要求。可以观察到的

是,在 2006年举行的中欧领导人第九次会晤上, 人民

币汇率尚不构成重要议题, 但在 2007 年, 欧洲对人民

币汇率形成制度以及人民币汇率本身的关切便急剧上

升。造成态度转变的关键原因在于人民币对欧元汇率

的变化。该年, 人民币对美元、港币、英镑和日元都有

不同程度的升值, 升幅分别为 6. 83%、7. 07% 、5. 01%

和 2. 37% 。然而, 人民币对欧元却有贬值, 贬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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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5%。在 2007年 11月份, 由于美元大幅度贬值, 人

民币对欧元贬值一度接近 7%。18

在欧盟看来, 其对中国贸易逆差急剧增加的主要

原因就是因为中国政府制定了事实上的人民币紧盯美

元的汇率政策, 由于当时美元对欧元大幅贬值,变相使

得人民币对欧元也大幅贬值。人民币对欧元的贬值在

阻碍了欧盟产品对华出口的同时, 还增加了中国产品

对欧盟的出口, 导致欧盟对华贸易顺差急剧扩大。正

是基于这种考虑,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曾在 2008年年

初表示, 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得到了提高, 人民币对

美元不断升值。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人民币对欧元出现

了贬值。对此, 我们希望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能进一

步加大,要加快人民币升值的步伐。 19 这是欧盟高层

在人民币汇率上发出的清晰信号, 希望人民币对欧元

和美元能够一视同仁,放弃只对美元升值、对欧元贬值

的策略。

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 美欧不仅通过双边机制分

别对中国施加影响, 而且联合起来,希望集两家之力共

同采取措施来塑造人民币政策。G7是美欧在人民币

汇率问题上对华施压的主要平台。自 2007年之后, 美

欧在人民币问题上形成了较为一致的态度, 即要求中

国政府加速调整人民币汇率机制, 使人民币汇率更具

弹性。2007年 2月 10日在德国埃森落幕的G7财长和

央行行长会议发表公报中, 甚至公开点名中国, 表示

对于那些有着巨大且不断增长的经常帐户盈余的新

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来说, 我们希望其有效汇率加大

波动,以促成必要的调整。
20

金融危机爆发后, 一方面由于全球经济的重点在

于应对危机, 人民币汇率问题在美欧的对外经济议程

中不具备以往那种议题重要性,另一方面由于在此过

程中美国特别需要中国的合作,而中国担心人民币继

续升值会严重损害中国经济,因此坚决反对在人民币

汇率上做出让步, 所以美国和欧洲在金融危机期间并

没有把人民币汇率问题作为对华政策重点。

随着全球经济逐步走出金融危机, 汇率问题在中

美欧三边金融关系中的重要性和敏感性重新增加。首

先,经济复苏前景总体看好, 美欧对中国在宏观经济领

域的政策需求开始下降,因此可以在人民币汇率问题

上敲打中国。其次, 在金融危机爆发的诸多原因中, 美

欧很多专家认定中国政府的人民币政策要承担很大一

部分责任:人民币汇率过低确保了中国出口的优势, 进

而造成相关国家贸易逆差增加,导致了全球经济失衡

的出现。所以, 要实现全球经济平衡增长, 避免未来类

似危机的爆发,中国人民币汇率政策应该要调整。最

后,美国政府出台的若干经济刺激方案尽管推动了经

济增长,但就业率并没有显著提高。因此,美国政府力

图通过推动本国产品出口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这在

政策逻辑上就希望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这意味着中国

政府将来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将面临美欧更加大的压

力。事实上, 进入 2010年以来, 美国政府已经开始在

人民币汇率问题上重拾施压态势。美国国会也提出了

严厉的人民币汇率议案。与反补贴和反倾销等贸易救

济措施相比,人民币汇率的升值显得一劳永逸。只有

在这种人民币升值、美元相对贬值的汇率变化下, 美国

产品才会有机会更为容易和更多地出口到中国。所

以,中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所面临的压力, 将会长期

存在。

中美欧三边在汇率问题上, 人民币汇率问题贯穿

始终。在该领域的三边关系中, 美欧构成较为一致的

利益和政策结盟,中国是被施压的第三方,处于被动和

防御的位置,美欧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进行合作, 期待

对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产生有实质效果的影响。中

国从实际情况和自身利益出发, 在该问题上不会轻易

妥协,还会和欧美两方进行长时间的博弈。

五、结论

以差异和冲突为显著特征的三边金融关系并不是

固化的,而往往以变化着的形式出现。在所有可能引

发变化的诸多因素中,议题的变化最为关键。三边金

融关系的利益聚合、联盟对抗、表现形式和互动方式明

显随着议题的变化而发生重大变化。

在中美欧三边金融关系的主要领域中, 美欧仍然

是其中的主导者,此两者的利益、立场和政策能够更多

地塑造某一金融议题的走向。而在美欧双边金融关系

中,美国又比欧洲更为强势。这是因为无论是从货币

影响力,还是综合实力来看, 美国都要超过欧洲。美欧

两国之间虽然有矛盾, 但正常情况下这些矛盾能够在

一定的机制下得到协商和解决。

金融危机的出现凸显了中国的重要性, 中国的相

对实力确实在迅速上升, 影响力也在迅速扩大, 甚至在

某些领域能够维护自身利益,抵制欧美的压力和诉求。

但客观地说,无论是与美国或者欧洲相比,中国在国际

金融三边关系中并不是对等的一员。即便随着经济的

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美欧差距越来越缩小, 但在国

际金融体系自身运作 国际机制由美欧掌握 的

制度惯性之下, 中国政府把自身的经济实力转化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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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影响力还需要一段时间。

与中欧金融关系相比, 中国和美国的金融关系要

更为密切,利益也更为攸关。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在改

革开放初期就和美国而非欧洲形成了更为密切的经贸

联系。美国不仅在很长时间内曾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

伙伴,而且至今仍是中国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国。在

一定程度上这种密切的贸易关系引发了密切的金融关

系。另外,在欧元出现以前, 中国的人民币没有其他更

好的选择,只能与美元挂钩。这种情形延续至今日, 进

一步产生了中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的金融关系。但

是,随着中国对美国出口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比重的下

降,以及欧盟在中国出口中的比重的增加, 货币跟着贸

易走,中国和欧盟的金融关系会比以前更为重要。

[注释]

1 关于此一阶段中国加入国际金融组织的过程, 可参见 Har-

old Kar an Jacobson, Michel Oksenberg, China s part icipati on

in the IMF, the World Bank , and GATT M , The Universi-

ty of Michigan Press, 1990。

2 如果根据购买力平价( PPP)来衡量,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即便按照汇率来排名,中国的 GDP 也很

可能在 2010年超过日本。

3 截止 2009年底,中国外汇储备已经高达 2. 4 万亿美元,稳居

世界第一位。参见 http: //www. safe. gov. cn/model _saf e/

tjsj/ tj sj_detail . j sp? ID= 110400000000000000, 20&id= 5。

4 Eric Hel leiner, Pol itical Determ innants of International Cur-

rencies: What Futur e f or the US Dol lar? Review of Interna-

tional Polit ical Economy , Vol . 15, No. 3, 2008, pp. 354-378.

5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Tri enn ial Central Bank

Survey , Fore ign Exchange and Derivati ve M arket Act ivity , Ba-

sel : BIS, 2007, p. 50.

6 Jean Pisani Ferr y, Adam Posen, The Eur o at Ten : The Next

Global Curren cy ? , Washington, D. C: Institute f or Interna-

tional Economics, 2009, pp. 6-7.

7 2010 年 2 月份, 美国国会不得不依照美国财政部的建议,把

国家债务总额上限由此前的 12. 4 万亿美元提升至 14. 3 万

亿美元, 几乎和美国一年的 GDP相当。参见 http: //www.

nytimes. com/2010/02/05/us/pol itics/05debt. htm l。

8 David Walker, Comeback America : Tur ning the Country around

and Restoring Fiscal Responsibil ity ,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9, p. 13.

9 John Vinocur, Making Sense of Sarkozy s Currency Propos-

al , The New Y ork Times N , Dec 14, 2009.

10 周小川: 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 J , 中国金融

2009 年第 7 期, 第 8 页。

11 Daniel W. Drezner, Bad Debts Daniel: A ssessing China s

Financial Influence in Great Power Pol itics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Winter 2009, pp. 7-45.

12 高海虹, 余永定: 人民币国际化的含义和条件 J , 国际

经济评论 2010 年第 1 期,第 59-60 页。

13 Edwin M. Truman , Ref orming the IMF for the 21st Century

M , Washington, D. C: Institute f or International Eco-

nomics, 2006.

14 Ref orm of IMF Quotas and Voice: Responding to Changes

in the Global Economy , https: //www. imf. org/external/

np/exr/ ib/2007/041307. htm.

15  金砖四国 呼吁重点改革国际金融机构份额分配 , ht-

tp: //f inance. people. com. cn/GB/9992643. htm l。

16 Bob Davis, Washington Aims to Shuf f le IMF Seats , The

Wal l Street Jour nal , September 3, 2009.

17 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 2006 年中国对欧出口为 1819 亿美

元, 对美出口为 2035 亿美元。2007 年, 中国对欧出口为

2452 亿美元, 对美出口为 2327 亿美元。2007 年, 欧盟 27

国中, 仅仅只有奥地利、马耳他和荷兰对华有贸易顺差, 其

他 24 国均为逆差。中国对欧贸易顺差为 982 亿美元。

2006 年贸易数据可参见 http: //zhs. mof com. gov. cn/aar ti-

cle/Nocategory/200702/20070204346971. htm l; 2007 年贸

易数据可参见 http: //zhs. mofcom. gov. cn/aar ticle/Nocat-

egory/200802/20080205374215. htm l。

18 丁志杰: 2008 年人民币汇率展望 J , 金融与经济 2008

年第 1 期, 第 9页。

19 林铁钢: 访欧洲中央银行行长让-克洛德 特里谢 J ,

中国金融 2008 年第 1 期, 第 22 页。

20 Statement of G-7 Finance Minister s and Centr al Bank

Governor s , http: //www. ustr eas. gov/press/r eleases/

hp350. htm l.

作者简介: 宋国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上海, 200433)

收稿日期: 2010-03-21

修改日期: 2010-05-21

65

国际论坛 2010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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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st use of t ime to explore these waters, and gradually make f ul l use of thi s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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