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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经济

一" #中元$ 诞生的理论基础与现实依据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蒙代尔 !!"#$%& ’()*$++" 于 ,-.,
年提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是区域货币一体化的理论基础#
所谓 $货币区% /包括两层含义& 其一’ 是指一种以国际

区域经济为基础的对内固定( 对外浮动的国际汇率体系’
即在区域内确定各国货币相互交换的固定汇价’ 对区域

外的货币则按市场浮动汇价进行交易) 其二( 是指一种

以国际区域货币为基础的国际货币同盟’ 即区域内的各

国 放 弃 本 国 货 币 的 发 行 和 管 理’ 流 通 单 一 的 共 同 货 币 *
所 谓 $最 优%’ 是 指 货 币 区 内 能 够 同 时 达 到 对 内 物 价 稳

定’ 控制失业’ 对外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的一种宏观经济

政策的最优效果* 传统最优货币区理论主要是对货币合

作区的可行性条件’ 即最优货币区的设立标准问题进行

研究* 本部分将从不同学者关于加入统一货币区的标准

入手’ 结合实际’ 对两岸四地构建单一货币 $中元% 进

行理论分析’ 其结论也成为 $中元% 诞生的现实依据*

!一" 要素流动性分析

蒙 代 尔 所 构 想 的 最 优 货 币 区 包 括 两 个 主 要 特 征 &

!," 为了使实施共同货币的成本最小’ 最优货币区应该

消除经济中基本的非对称冲击* !0" 如果爆发非对称冲

击 ’ 货 币 区 必 须 拥 有 有 效 率 的 调 节 方 式 ’ 他 认 为 要 素

!商品+ 资本( 劳动力等" 的自由流动是消除冲击的有效

方 法# 他 以 要 素 的 高 度 流 动 性 作 为 最 优 货 币 区 的 标 准 ’
认为如果两个地区之间生产要素流动性高’ 就能够无须

汇率而通过要素的流动来消除经济冲击’ 这样两个地区

就适宜组成一个货币区实行单一货币, 反之’ 若两个地

区的要素流动性低’ 就不一定实行单一货币’ 须运用两

地之间的货币汇率来消除经济冲击*

从当前来看’ 中国大陆( 香港( 澳门( 台 湾 !以 下

简称两岸四地" 之间的要素流动性显著增强* 在资本流

动性方面’ 两岸四地之间的投融资活动十分频繁* 在中

国大陆’ 港澳台在内地的外商投资一直占主导地位* 据

统 计’ 0123 年 在 华 外 商 直 接 投 资 额 为 .2.45 亿 美 元 中 ’
来自港澳台的投资额为 06.436 亿美元’ 占其全部份额的

374.8* 随 着 中 国 加 入 9:;’ 以 及 资 本 项 目 管 制 的 逐 步

放宽’ 今后将会有更多外资进入中国* 到 022. 年’ 原来

属于限制类和禁止类的行业 !如电讯( 金融( 流通领域"
将会对外资进一步开放’ 港澳台到内地投资的机会将会

进一步增多*
中 国 大 陆 在 港 ( 澳( 台 的 直 接 投 资 也 呈 加 速 趋 势 *

据 统 计’ 截 止 0223 年 底’ 内 地 在 香 港 投 资 总 额 达 ,.65
亿美元’ 有 3.22 多家内地企业在香港经营业务* 中资企

业在澳门的业务经营范围也十分广泛’ 在澳门企业总资

产中占 328以上’ 在当地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与此同时’
港( 澳( 台之间的相互投资更是发展迅猛*

在商品经贸合作方面’ 香港一直是中国内地对外经

贸往来的最大中转站* 海峡两岸经贸合作也取得了较快

发展’ 中国内地 !包括香港" 不仅是台湾贸易顺差的主

要来源’ 而且是台湾的第二大出口市场’ 在台湾年均 78
的增长率中’ 有近二个百分点来自两岸的经贸交流与合

作* 在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的成果中’ 有近 -28是通过

香港中转的*
在劳动力流动方面’ 两岸四地当前人员流动主要体

现在旅游( 民间经贸往来方面’ 对人员的就业限制还较

多* 今后随着两岸四地经贸活动的加强’ 其人员的就业

流动也会呈现进一步宽松之势*

!二" 经济开放度分析

! 朱孟楠# 厦门大学 金融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 郭春松# 厦门大学 金融学专业 博士生

! 王俊方# 厦门大学 金融学专业 硕士生

“中元”货币区的可行性研究与现实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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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入世后中国港澳台与大陆经济联系的进一步加强$ 一个开放% 繁荣的中华经济圈正在初步

形成& 本文集中研究如何在两岸四地共同使用统一的货币$ 认为在不远的将来$ 人民币将在整

合港币% 澳币与新台币的基础上$ 形成新的在两岸四地共同履行货币职能的 ’中元($ 并在未

来的亚洲货币合作中$ 充当关键货币的角色&

货币统一 ’中元( 可行性分析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关 键 词&

%内容摘要&

!台港澳经济!

!!!!

brought to you by COREView metadata, citation and similar papers at core.ac.uk

provided by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https://core.ac.uk/display/41344982?utm_source=pdf&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pdf-decoration-v1


!!"" ## !!$$%%!!&& ’’ (( ’’ )) **))++,,++--’’ )) ..**// ’’ **00

!""#!!

!!"" ’’ !!$$%%!!&& ’’ (( ’’ && **&&++,,++--’’ && ..**// ’’ **00!!"" ’’ !!$$%%!!&& ’’ (( ’’ && **&&++,,++--’’ && ..**// ’’ **00!!"" ’’ !!$$%%!!&& ’’ (( ’’ && **&&++,,++--’’ && ..**// ’’ **00!!"" ’’ !!$$%%!!&& ’’ (( ’’ && **&&++,,++--’’ && ..**// ’’ **00!!"" ’’ !!$$%%!!&& ’’ (( ’’ && **&&++,,++--’’ && ..**// ’’ **00!!"" ’’!!$$%%!!&& ’’ (( ’’ && **&&++,,++--’’ && ..** // ’’ **00

!""#!!

!!"" ’’!!$$%%!!&& ’’ (( ’’ && **&&++,,++--’’ && ..** // ’’ **00!!"" ’’!!$$%%!!&& ’’ (( ’’ && **&&++,,++--’’ && ..** // ’’ **00!!"" ’’!!$$%%!!&& ’’ (( ’’ && **&&++,,++--’’ && ..** // ’’ **00!!"" ’’!!$$%%!!&& ’’ (( ’’ && **&&++,,++--’’ && ..** // ’’ **00!!"" ’’!!$$%%!!&& ’’ (( ’’ && **&&++,,++--’’ && ..** // ’’ **00

亚太经济

麦金农 !"#$%&’ ()*+$$#$, 在 -.$’/&& 论文的基础上

提出! 应将经济开放程度作为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经济

开放程度指一国生产消费中的贸易商品 占 012 的 比 率"
在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区域中! 如果运用汇率手段调整

国际收支失衡! 首先会引起进口商品价格上升! 进而导

致所有商品价格上升" 如果限制价格上升! 就会引起需

求 收 缩 和 失 业 率 上 升" 其 次! 由 于 #货 币 幻 觉$ 减 弱!
本币贬值后! 人们会要求提高名义工资! 以维持实际工

资! 造成成本上升! 抵消贬值的作用% 第三! 开放程度

越高! 对进口商品依赖度越高! 需求弹性越小! 相应要

求汇率调整的幅度越大" 所以! 高度开放的经济区域应

该组成相对封闭的通货区! 从而有利实现内外部经济的

均衡和价格的稳定"
自中国大陆实行开放政策后! 两岸四地的经济开放

度不断提高! 其区内依存度也呈显著增强之势" 据统计!

3445 年! 中 国 大 陆 进 出 口 总 额 为 6675895 亿 美 元! :12
为 6;<767 亿美元! 经济开放度为 =>5<?! 其中! 区内进

出 口 总 额 为 68<; 亿 美 元 ! 占 大 陆 全 部 贸 易 总 额 的

67@A<?" A445 年 香 港 经 济 开 放 度 约 为 667?! 区 内 进 出

口总额占比从 6B=4 年的 6B@7?增到 A445 年的 5A@B?" 澳

门作为自由贸易港! 与大陆& 香港& 台湾的贸易一直占

其 贸 易 的 主 要 地 位 ! A445 年 其 区 内 进 出 口 总 额 占 比 为

5<@=?" 台湾 A445 年的经济开放度约为 5=?! 进 出 口 总

额 约 为 ;444 亿 美 元" A445 年 台 湾 与 中 国 内 地 贸 易 额 为

<6<@;B 亿 美 元 C较 上 年 增 长 ;;@6?D其 中 台 湾 对 内 地 出 口

55B@< 亿美元D与中国内地贸易顺差达 到 了 A=A@= 亿 美 元"

A445 年台湾与香港的贸易总额约为 ;<7 亿美元! 其比重

为 6A@A?" 有关统计显示! 6BBA 年! 台湾对 内 地 出 口 依

存度仅 66@B?! A445 年升至 ;A@7?! 十年间提高逾二倍"

!三" 产品多样化程度分析

彼得’凯南 !2/E/F G/$$/$H 提出用产品多样化程度作

为实行单一货币区的标准" 在遭受进口需求冲击的时候!
产品多样化程度越高的国家抵御冲击的能力越强! 对国

际收支和失业的影响越小" 而且产品多样化程度高的国

家与不同的国外需求冲击具有交叉抵消的机制! 足以消

除整体冲击! 因此就不需要汇率机制的调节功能" 那些

具 备 生 产 和 产 品 多 样 化 的 国 家! 可 以 组 成 一 个 货 币 区!
这样比较有利于内部贸易和投资的稳定"

在两岸四地产品多样性方面! 中国大陆拥有健全的

产业体系! 产品多样性丰富" 香港& 台湾的产业结构较

为接近! 第三产业发达" 据统计! A445 年! 香港& 台湾&
澳 门 的 第 三 产 业 分 别 占 本 地 生 产 总 值 的 =<? & <7? &

=8?" 在出口产品方面! 两 岸 四 地 的 出 口 产 品 一 定 程 度

上具有类同性! 存在竞争因素" 但从另一方面看! 两岸

四地的要素享赋& 市场需求结构等方面的差异自然形成

了一种产业分工与合作& 互补性较强的经济体! 具有经

济整合的需求" 中国大陆市场广阔! 要素成本相当低廉!
具有丰富的人力资源! 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具有相对

优势I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和经贸中心! 在服务贸易领域

具有众多的人才和资源优势I台湾是全球重要的 JK 制造中

心和设计中心! 在资讯科技& 金融等领域具有优势I澳门

在博彩旅游业方面颇具特色! 两岸四地在投资和贸易领

域的相互依存日益加深" 两岸四地的这种经济互补性将

会在区内统一货币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有利于

增强其抵御区外需求冲击的能力"

!四" 金融一体化程度分析

伊 格 拉 姆 LM@N@J$OF%P, 认 为 金 融 一 体 化 程 度 应 作 为

一 个 通 货 区 最 优 规 模 的 标 准" 金 融 高 度 一 体 化 条 件 下!
国际收支失衡导致的微小的利率波动就足以引起足够的

跨国资本流动! 从而具有自动平衡机制! 从而降低了通

过汇率的波动以改变地区间贸易条件的需要"
从当前来看! 人民币区域化形势明显" 由于近年来

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以来! 人民币汇率呈现稳定和强势!
在香港& 澳门& 台湾正逐步成为一种可接受的货币" 据

中国人民银行统计资料显示! 到 A445 年底! 在香港的人

民币存量约为 774 亿左右! 流量有近 <44 亿 元 左 右! 预

计 A447 年 香 港 市 场 上 的 人 民 币 规 模 将 达 到 6784 亿 元 "

A445 年底! 在澳门的人民币存量约为 A8 亿元! 在台湾的

人民币存量约为 <7Q87 亿元" 由于澳元实行的是与港币

挂钩的固定汇率制! 在澳门外汇储备和存款体系中! 港

元占有重要地位"
内地与香港的金融合作一直保持着密切接触! 两地

银行机构互设发展很快" 目前已有 64 家香港银行在内地

设立 54 家分行或代表外! 内地在香港设立的中资银行也

有 67 家! 由此带动了两地的跨境业务大幅增加" 香港银

行从 A445 年 6 月 6 日起开始办理个人人民币业务" A445
年 = 月! 中国人民银行也宣布了为澳门银行办理个人人

民币业务提供到内地清算的安排" 在证券市场方面! 截

止 A44; 年末! 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包括 R 股& 红筹股

以及民营企业共有 A78 家! 比重超过 A7S! 总市值约为

67444 亿港元! 在港筹集了 8744 多亿港元"
目前已有 < 家台湾银行在中国大陆开办代表处! 内

地有 5 家国有商业银行与台湾地区 AA 家银行建立了代理

行 关 系! 有 数 家 中 资 银 行 积 极 准 备 到 台 设 立 分 支 机 构"
可以说! 随着海峡两岸先后加入 TKU! 在金融方面的合

作将会进一步加强" 由于历史和地理上联系的缘故! 澳

门和大陆& 香港& 台湾的金融合作与交往也相当紧密"

!五" 欧元区趋同标准分析

根据欧元区趋同标准V价格稳定& 财政约束& 利率趋

同和汇率稳定四方面! 比较两 岸 四 地 的 经 济 指 标 L见 表

一,"
由表一可以看出( 从通货膨胀率来看! 当前两岸四

!台港澳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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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相对物价水平呈现出下降的趋同之势! 而年失业率相

对趋同又进一步保证了相对物价水平的趋同稳定" 从财

政赤字来看! 除个别情况! 两岸四地财政赤字占 !"# 的

比重基本上都在 $%以下" 从一年期利率来看! 两岸四地

的相对利率水平有逐步下降的趋同之势! &’() 年区内利

率差 幅 峰 值 仅 为 (*&+,# 从 汇 率 稳 定 性 来 看! 港 元$ 澳

门元和人民币汇率近似固定! 而新台币与其他三者之间

汇率逐年变动幅度较大" 从外债来看! 两岸四地外债总

额占 !"# 的比率远在 -(%以下# 因此! 根据欧元区趋同

标准分析! 中华经济圈已具备了实行中元的门槛条件#

二" #中元$ 构建的可行性分析

在两岸四地构建统一的 %中元区&! 不仅取决于各种

条件和标准! 更主要的是取决于这种区域货币制度安排

能给加入 %中元区& 的各国或各地区经济带来多大好处$
支付多大的代价#

!一" 加入 #中元$ 货币区的成本

)*独立 货 币 政 策 的 放 弃 是 加 入 %中 元 区& 参 加 国 和

地区最大的成本# 实行单一货币将使参加 %中元区& 的

各方失去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运作的便利性! 难以通

过利率的升降$ 汇率的变动! 货币供应量等政策工具的

调整! 抵御外部冲击# 但就香港$ 台湾$ 澳门来看! 前

二 个 地 区 目 前 基 本 上 是 一 种 钉 住 美 元 的 固 定 汇 率 制 度!
澳门实行的是港元联系汇率制度 .三 者 经 济 开 放 度 极 高!
且其资本项目都已开放! 因此! 就蒙代尔三角而言! 汇

率 作 为 一 种 政 策 工 具 其 调 整 经 济 失 衡 的 作 用 是 有 限 的#
就港澳台来说! 由于其资本项目完全开放! 即使采取浮

动汇率制! 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程度也不会很大# 因为

一旦巨额资本冲击本国货币! 汇率大起大落! 对实际经

济与贸易产生巨大负面效应! 即金融市场的超调会对商

品 市 场 造 成 较 大 冲 击# 浮 动 汇 率 制 会 大 打 折 扣# 此 外!
由于金融市场的一体化! 各国的利率有趋同之

势! 各国的货币政策也不能独立于世界利率而

确定本国利率! 所以! 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即使

是在浮动汇率制下也是较弱的# 另外! 根据麦

金农的分析! 其对于大的开放经济区域而言!
固定汇率更适合于小国开放经济# 从这一意义

上 讲 ! 香 港 $ 台 湾 $ 澳 门 加 入 统 一 的 %中 元

区& 放弃其货币政策的成本不会太大#

&*其它成本# 短期性成本体现在单一货币

引人给金融业和企业带来的直接转换成本的增

加! 并可能对商业银行盈利性业务带来一些负

面的冲击! 造成金融业务利润的损失! 并给部

分未平仓业务和远期合约的转换带来不便# 而

且! 公众$ 企业和政府对新的记帐单位和新货

币也存在一定的适应性困难# 此外! 加入统一

货币区的参加方也将损失独立发行货币所获得

的大量铸币税收入#

!二" 加入 %中元& 货币区的收益

)*有利于促进两岸四地竞争和资源的有效

配置# %中元& 货币区的构建可以提高整个货

币区的价格透明度! 减少信息采集的成本! 促

进内部企业的竞争! 在整个 %中元区& 大市场

内! 跨区域的商品交易和投资会由于汇率风险

的消除而更加活跃! 促使要素更自由地流动#
由于两岸四地的产业互补性强! 货币统一后!

区内 的 规 模 经 济 和 优 势 产 品 合 作 将 达 到 一 个 新 的 水 平!
结果是资源配置效率的进一步提高#

&*有利 于 提 高 区 内 企 业 出 口 竞 争 力# 在 汇 率 变 动 的

情况下! 企业进行跨国贸易和投资必然面临着货币兑换

和风险管理的问题! 两岸四地货币统一后! 在 %中元区&
内部的贸易和投资将不再涉及货币兑换过程! 从而节省

了一大笔交易费用! 并且可以节省用于套期保值的风险

管理成本# 这些费用的节约将使 %中元区& 内各地区与

区外国家竞争时拥有成本上的优势! 对于整个 %中元区&
出口竞争力的提高是非常有帮助的#

$*有 利 于 两 岸 四 地 金 融 市 场 的 稳 定 和 效 率 的 提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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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微观上看! 统一货币区首先可以消除区域内的货币兑

换风险和部分利率风险! 金融业所处的风险环境会得到

很大改善! 银行等金融机构可以大大减少所持有的外汇

头寸! 统一货币区内的跨区域货币支付结算将更有效率"
并且货币的统一必然使金融监管逐步走向统一! 有利于

金融业的有序竞争" 从长远看! 金融市场的扩大必然会

使竞争的范围扩大! 从而区域内的金融力量将逐步整合!
淘汰那些脆弱的金融机构! 提高金融业的整体素质! 这

对两岸四地金融体系的稳定是有益的"

!"有利 于 降 低 由 汇 率 波 动 所 引 发 的 金 融 风 险" 亚 洲

金融危机的教训是深刻的" 巨额国际资本的迅速流动使

资本开放国家! 尤其是开放型小国经济体的国际收支及

至整个国际区域经济都有极易受到巨大冲击" 所以! 对

于 小 国 开 放 经 济 来 说! 独 立 发 行 货 币 的 成 本 越 来 越 大 "
香港# 澳门# 台湾加入统一的 $中元区%! 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消除其由于汇率波动所引发的金融风险"
此外! $中元区% 的稳步推进和实施将会进一步增

强该区域在国际事务中用一个声音说话的能力" 同时由

于 区 内 经 济 依 赖 度 的 增 强 #也 将 有 助 于 维 护 本 地 区 的 安

全" 一个强大而稳定的 $中元%! 也必将在未来的亚洲货

币一体化进程中! 发挥核心货币的作用"

三" 前景构想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 在两岸四地构建统一的 $中元

区% 是可行的" 但在当前的形势下! 还存在许多不利因

素! 主要有& ’$( 政治因素限制了中国大陆与港澳之间

的货币一体化合作" 在一国两制原则下! 港澳按照 )特

区基本法* 在经济# 政治生活中享有高度自治! 享有独

立发行货币# 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 这会在一定程度上

限制区内货币一体化的进程" ’%( 目前人民币尚未自由

兑换! 资本项目还未完全放开" ’&( 祖国统一大业尚未

完成! 台湾方面顾虑较多" ’!( 目前两岸四地经济发展

水平还存在一定差距"
根据目前的现实状况! 可以初步提出实现中华经济

圈货币统一的前景构想&

$"近期 目 标& 香 港 与 澳 门 建 立 单 一 货 币 区" 由 于 人

民币仍未实现自由兑换! 以及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限制!
决定了在短期内实现 $一国四币% 的统一还不现实" 但

由于香港与澳门之间有着较为特殊的经济联系! 使其具

备了在近期内 ’&’( 年内( 首 先 在 这 二 个 地 区 之 间 组 建

单一货币区的条件"

%"中期 目 标& 大 陆 与 香 港# 澳 门# 台 湾 共 同 使 用 单

一货币+$中元%" 香港# 澳门组建单一货币区后! 在未

来 $)*$( 年的时间内! 在大陆与港澳自由贸易区不断繁

荣发展的基础上! 大陆的人民币可以与香港# 澳门地区

流通的单一货币进行整合! 进而推出在大陆# 香港# 澳

门地区率先使用的单一货币+$中元%" 台湾出于政治原

因! 可以延期加入统一的 $中元区%" 当然! 为充分享受

使用单一货币所带来的经济上的更多益处! 台湾到时可

能会主动要求加入 $中元区%"

&"远期 目 标& 吸 收 周 边 国 家 和 华 侨 影 响 力 较 大 的 其

他亚洲国家! 共同构建大 $中元区%" 中国大陆# 香港#
澳门与台湾构建统一的 $中元区% 之后! 可以考虑在未

来的若干年时间内! 吸收与两岸四地经贸往来密切的几

个东南亚国家加入! 包括新加坡#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

亚# 泰 国# 菲 律 宾 # 越 南 等 几 个 华 人 影 响 力 强 的 国 家!
从而构建大 $中元区%" 大 $中元区% 的建立! 将会大大

提高该地区抵御外部金融冲击的能力! 有利于该地区的

经济稳定与发展" 当然! 这只是一个原则性的前景构想!
要想成为现实! 还有待于参与各方的共同努力"

货币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揭示了未来中国货币统一和

自然演进的发展前景" 随着各项政策的放宽和自由贸易

的扩大! 两岸四地的经济合作与融合不断加强! 中华大

经济圈正在形成! 这在客观上增加了构建统一的 $中元

区% 的 必 要 性 和 可 行 性" 从 汇 率 安 排 上 看! 中 国 香 港#
台湾实行的都是美元联系汇率制度! 澳门元实行港元联

系 汇 率 制 度! 且 三 者 近 些 年 的 汇 率 波 动 幅 度 相 对 稳 定!
大陆实行的也是一种近似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 这

为中华经济圈的货币合作提供了坚实基础! 因此! 在未

来的 $)*$( 年的时间内! 在中国大陆# 香港# 澳门与台

湾之间构建统一的 $中元区%! 实现中期目标是完全可能

的" 经济同盟必然导致货币同盟! 经济和货币的同盟必

然导致政治的合作与同盟! 随着中华经济一体化的自然

演进! 经济和货币金融领域的合作! 尤其是随着统一的

$中元区% 的形成与发展! 必将为国家的完全统一创造条

件" 我 们 预 测! 在 不 远 的 将 来! 人 民 币 将 在 整 合 港 币#
澳币与新台币的基础上! 形成新的在两岸四地共同履行

货币职能的 $中元%! 并在未来的亚洲货币合作中! 充当

关键货币的角色" 一个强大而稳定的 $中元%! 也必将为

中国的和平崛起发挥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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