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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netary relations in Asia from the US dollar as the sole anchor currency 

in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to 1997 caused by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peculation 

in Southeast Asia The weakness and chaos after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in and the 

efforts of Asian countries to deal with the financial crisis together reflect the trend of 

Asian monetary relations from relying on the US dollar system to mutual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but still limited by the economic and institutional factors that make it 

difficult for the monetary and financial relations in the region to be highly integ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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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亚洲地区的货币关系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以美元为唯一锚货币的钉住

体系到东南亚经济金融投机性所导致的 1997 年亚洲金融风暴后的疲软与混乱，

再到亚洲国家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努力，体现了亚洲货币关系从依赖于美元体

系走向相互协调与合作，但仍然受限于本地区货币与金融关系难以高度一体化

的经济与体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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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脱胎于 1944 年在美国布雷顿会议的安排与协定。这是

基于双挂钩的制度安排，也即美元与黄金挂钩（一美元等于一盎司黄金），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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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主要货币与美元挂钩（汇率浮动保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这确立了美元在

世界货币体系的锚货币和储备货币的战略地位。亚洲国家在二战结束之后大部

分还没有获得政治独立，所以更谈不上货币的国际协调。包括日本在内，其货

币都被美国占领当局强制制定汇率和兑换制度。此后随着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

的改变，亚洲货币的关系才开始呈现与变化。

1  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的亚洲货币关系

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国际货币体系一直保持了相对稳定的运作，

作为刚刚独立不久的东亚各个国家由于政治环境出现了不同的国际货币政策选

择。以日本为典型的美国主导下的国家或主动或被动的纳入到了布雷顿森林体

系内，日元被确定为与美元的固定兑换汇率，即 360 日元兑换 1 美元，兑换数

额由美国占领当局确认。20 世纪 60 年代，欧洲一体化加速，美国美元危机开始

加剧，日本政府对于贸易自由化和资本自由化开始采取一定的措施进行调整。

1964 年，日本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八条款国，也就是承诺不得对贸易非

贸易等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下的支付和资金转移加以限制，不得采用歧视性的差

别回来或多重汇率制。汇兑自由化开始加速。同一时期的韩国、东盟等国家还

处于比较严格的外汇管制和缺少全球化的贸易与投资环境。亚洲货币协调机制

并未出现，而都是以美元为主要的锚货币与储备货币的基本状态。

2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的亚洲货币协调

1971 年，随着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关闭在纽约的黄金兑换窗口，事实上终

结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美元与黄金挂钩制度，同时美国要求美元与其他货币不

再保持固定汇率，而是根据史密森协定和牙买加会议确定了浮动汇率机制。全

球货币体系出现了新的运行模式。

亚洲国家中，日本作为唯一的发达国家，日元被纳入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的一篮子货币当中去。沙特和伊朗由于是主要产油国，其货币第纳尔也同样被

纳入到一篮子货币中，但后来发达国家主导的 IMF 剔除了这两种货币，只保留

了美元、德国马克、英镑、法郎和日元的五个基本货币。欧洲开始了应对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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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巨变的政策调整，欧洲货币体制（EMS）建立，欧洲内部汇率安排就是所谓

的“蛇洞”机制，即欧洲货币之间的汇率浮动保持在一个相对较小的范围，德

国马克成为事实上的欧洲锚货币。美元抛弃黄金，使得美国逃避了大量的汇兑

压力和货币的严重失衡，缓解了美国金融体系的压力。日本的货币则不得不独

自面对全新的国际货币环境。亚洲地区也开始探索区域货币合作问题，比如亚

洲清算同盟方案。其目的就是效仿欧洲的支付联盟和中美洲支付机构模式，扩

大区域贸易，推行区域多边支付，促进区域内货币使用、加强本区域内银行关系、

增加金融合作的机构。当时还设想了亚洲储备银行。然而，亚洲清算同盟方案

由于没有明确的领导者，日本没有这个国际影响，美国不允许出现一个新的货

币联盟，各亚洲国家在经济、金融、贸易和政治体制方面差异太大，最终难以

在整个亚洲地区实现。

此后，日本开始了日元国际化进程的加速和金融领域的自由化改革。主要

以“美日货币委员会”形式进行谈判和沟通。由于美日政治地位的不同，日元

国际化一直处于相对被动的态势。但日元国际化还是带来了日元在国际金融市

场、外汇市场和外汇储备中规模和份额的一定提升。

3  20 世纪 90 年金融危机后的亚洲货币协调

爆发于 1997 年 7 月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亚洲货币体系受到了极大冲击，

长期以来以盯住美元和以美国为主要出口市场的东亚货币和贸易政策遭到极大

打击。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都纷纷放弃固定汇率，货币大幅度贬值、

出口锐减、经济停滞、社会动荡。东盟和韩国难以独自面对这巨大的危机。亚

洲各个国家开始探寻解决危机的方案与措施。

中国政府在危机中向泰国提供了 10 亿美元的货币援助，以帮助实现泰国汇

率稳定和政府的储备危机，后来中国政府又提供 10 亿美元帮助东南亚国家实现

外汇市场的调节和稳定。IMF、美国和日本也采取相应措施，亚洲货币协调开始

进入一个新阶段。

日本作为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在这场危机中力图以所谓的领头雁姿态发

挥作用，但日本受限于政治地位和美国钳制，想要以日元为基础构建“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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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难以达到。

2000 年 5 月，东盟与中日韩“10+3”财长在泰国清迈共同签署了建立区域

性货币互换网络的协议，即《清迈协议》。主要包括两部分，首先扩大了东盟

互换协议的数量与金额；其次，建立了中日韩与东盟国家的双边互换协议。这

个东亚国家之间货币协调机制开始运作，主要目的是规避汇率风险，扩大本币

结算的规模，降低美元作为锚货币和储备货币所带来的额外影响。截止 2003 年

12 月底，中日韩与东盟 10 国共签署了 16 个双边互换协议。

4  中国经济崛起后的亚洲货币协调

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经济、贸易、金融的发展迅速和炫目。国民生产总值、

进出口贸易总额、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急剧增长。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和最大的贸易国。

人民币的币值和跨境结算比例不断提高，以人民币为基础的金融体系、汇

兑制度和国际协调开始出现。目前人民币在在周边国家已经开始流通，在新加

坡、伦敦都建立了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人民币与五种货币可以进行直接兑换，

银联结算已经普及东亚乃至欧洲和北美。中国央行与包括韩国、欧洲中央银行、

泰国、英国、巴西、新加坡等在内的亚洲内外国家签署了本币兑换协议，在控

制汇兑风险和增强货币协调方面不断改善与增强。

作为本区域最大规模的经济体和金融资本来源国，中国的经济崛起对亚洲

货币协调起到了推动者和稳定性的作用。由于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上还不能自由

兑换，但随着中国金融制度的改革与开放，人民币在亚洲乃至世界货币体系中

的地位和影响力都将越来越大，对亚洲未来的货币协调作用将会越来越有决定

性。五、结论亚洲是一个经济发展迅速、但差异非常明显，受到外部影响很大

的区域，亚洲货币关系及其协调也是如此。从完全被动的接受布雷顿森林体系，

到被动的进入浮动汇率和资本开放时代，再到金融危机中的协调与合作，亚洲

货币协调机制经历了数个轮回。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人民币在亚洲货币协调

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必然会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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