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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经济联盟为人民币走出
区域化困境带来转机

孙　 铭

　 　 【内容提要】 　 人民币国际化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ꎬ也是对国

际货币体系不足的一种弥补ꎬ有助于推动国际区域合作ꎬ改变国际经贸格

局ꎮ 欧亚经济联盟的建立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了新的机遇ꎮ 该联盟旨

在打造一个拥有 １ ７ 亿人口、ＧＤＰ 总量达 ３ 万亿美元的共同市场ꎬ对区域经

济一体化发展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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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２００７ 年ꎬ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ꎬ充分暴露了国际货币体

系的不足ꎬ美元的动荡加剧了国际社会对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性的担忧ꎮ ２００８
年ꎬ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提出人民币国际化战略ꎮ

随着人民币“走出去”成为热议话题ꎬ东南亚、东北亚乃至整个亚洲成为

人民币实现区域化的选择方向ꎮ
事实证明ꎬ人民币要成为亚洲区内一种区域性关键货币困难重重ꎬ不仅

要应对美元、日元的挤压ꎬ更多的是要应对美国和西方政治、军事、文化因素

的影响ꎬ中短期内似乎难以预测前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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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献综述

由于本文主要从人民币区域化发展的角度研究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ꎬ文
献主要回顾人民币在东南亚、东北亚以及整个亚洲方向的区域化发展及

困境ꎮ
多年来ꎬ众多学者都对人民币区域化进程进行了有益探索ꎮ 戴金平等认

为ꎬ货币多元化仅仅处在国际货币多元化的初级阶段ꎬ美元仍然是主导的国

际货币ꎬ其他国际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还非常低①ꎮ 姚晓东、孙钰

认为ꎬ在未来若干年内ꎬ提高人民币区域化程度ꎬ可以减轻中国对美元的依

赖ꎬ减少货币的错配及由此带来的国外资产净值的损失ꎬ减少外汇储备的规

模②ꎮ 武艳杰认为ꎬ探索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以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动性

在不断增强ꎬ以区域货币合作推进区域经济合作进而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

可能性也越发明显ꎬ时机也已逐渐成熟③ꎮ 宋晓玲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区域货

币合作对提高货币国际化有正的显著影响ꎮ 她指出ꎬ以区域货币合作模式推

行人民币国际化能够更好地发挥规模效益ꎬ克服现有国际货币的网络外部性

和历史惯性ꎬ降低转换成本ꎬ从而提高人民币国际化的成功概率ꎮ 在当前格

局下参与国际货币竞争以及区域货币合作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占优策略④ꎮ
另有一些学者持不同观点ꎬ认为人民币区域化的可能性很低ꎬ也比直接

成为国际货币的难度更大ꎮ 赵海宽认为ꎬ人民币成为区域货币是一件非常复

杂、困难的事情ꎬ而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之一只是在原有世界货币中再增加

一种ꎬ并不排斥其他世界货币ꎬ其实现的可行性更大⑤ꎮ 李稻葵、刘霖林指

出ꎬ目前日元的国际化程度远高于人民币ꎬ如果加入“亚洲货币”ꎬ人民币可能

会长期受制于日元ꎬ从而失去国际化发展的战略契机⑥ꎮ 巴里艾肯格林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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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ꎬ亚洲采用单一货币的可能性非常低ꎬ中国不需要参加任何区域货币联盟

来获取经济和金融地位ꎬ中国需要做的就是等待ꎬ等待的时间越长ꎬ人民币在

亚洲的影响力越大①ꎮ
从区域货币合作的理论来看ꎬ区域货币合作的实践推动了区域货币合作

理论的发展ꎬ而这些理论研究同时又给予区域货币合作实践以指导ꎮ 罗伯

特蒙代尔最早(１９６１ 年)提出了最优货币区理论ꎬ自此ꎬ从蒙代尔的生产要

素高速流动性到罗纳德麦金农(１９６３ 年)的经济开放度、彼得凯南(１９６９
年)的经济高度多样化、詹姆斯英格拉姆(１９６９ 年)的国际金融高度一体

化ꎬ先后提出了最优货币区的多种标准ꎮ 此后许多学者不断予以完善ꎬ形成

了早期最优货币区理论ꎮ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ꎬ这些理论开始出现局限性ꎮ
保罗克鲁格曼(１９９０ 年)对前人的理论成果进一步深化ꎬ引入了货币区的

成本与收益因素综合分析法ꎬ强调固定汇率适用于通过国际贸易和要素流动

而成为一体化的地区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ꎬ最优货币区理论的研究在原有的

基础上有了新突破ꎬ加入了实证分析ꎮ
总的来说ꎬ早期经济学家们的研究为后来的理念发展指明了道路ꎬ而最

新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又为该理论的继续深化打下了基础ꎮ

三　 人民币国际化状况与道路困境

将人民币打造成国际结算货币、国际投资货币和国际储备货币是人民币

国际化的必然要求ꎮ 然而ꎬ中国金融市场尚不成熟ꎬ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ꎬ
利率市场尚未市场化ꎬ人民币也尚未自由兑换ꎮ 人民币国际化将是一个长期

过程ꎬ须分阶段推进ꎬ是渐进的ꎬ即先周边化ꎬ再区域化ꎬ最后国际化ꎮ
(一)人民币国际化状况

２０００ 年ꎬ东盟 １０ 国与中、日、韩 ３ 国共同签署的«清迈倡议»开启了东亚

的货币合作ꎮ 自此ꎬ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ꎬ经济互补性优势

不断增强ꎬ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认可与接受程度逐渐提高ꎮ
２００５ 年ꎬ中国开始采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ꎬ改变过去人民币单一盯住

美元的做法ꎬ参考一揽子货币ꎬ以市场供求为基础ꎬ形成了更富弹性的汇率机

制ꎮ ２００９ 年ꎬ中国人民银行联合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及银监

会颁布«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ꎬ旨在促进贸易的便利化ꎮ 自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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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 年中国采取人民币跨境结算以来ꎬ人民币跨境结算金额显著扩大:２００９
年仅为 ３５ ８ 亿元ꎬ２０１４ 年前三季度便已高达 ４ ８ 万亿元ꎮ 人民币在 ２０１４ 年

甚至成为中国第二大跨境支付货币ꎬ占全部本外币跨境收支总额的 ２５％ ꎬ占
货物贸易进出口结算的 １５％以上ꎮ 截至 ２０１４ 年年底ꎬ中国人民银行先后与

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阿根廷、巴西、英国、欧洲央行等 ２６ 个国家货币当局

或境外银行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ꎬ总额达 ２ ９ 万亿元人民币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ꎬ英国政府发行 ５８ 亿元主权级人民币债券ꎬ成为第一个将人民币作

为外汇储备的西方国家ꎮ 随后ꎬ澳大利亚宣布也将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ꎮ 其

他一些央行或货币当局也表示拟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币种当中ꎮ 相关数

据表明ꎬ人民币已成为世界第七大储备货币①ꎮ 经过 ６ 年的贸易结算ꎬ人民币

“走出去”已具备了较为坚实的基础ꎮ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ꎬ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ＳＷＩＦＴ)发布的报告显示ꎬ全球前四

大支付货币依次为美元、欧元、英镑、日元ꎬ第五位则为人民币ꎬ市场占有率升至

２ ０７％ꎮ 目前已有 １６６ 家境外机构获准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ꎬ１０８ 家境外机构

获得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ＲＱＦＩＩ)资格②ꎮ 中国香港、新加坡、伦敦、中国台

湾等地的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已颇具规模ꎬ德国法兰克福人民币清算行也将成

为欧元区内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人民币清算中心ꎬ这都会极大促进人民币

交易并促使相关人民币衍生金融工具的诞生ꎬ进而带动人民币的国际化ꎮ
(二)人民币国际化道路的困境

人民币在结算规模、双边互换、储备选择、金融体系构建等方面已经取得

一定进步ꎮ 尽管人民币区域化进程可以借鉴欧元模式ꎬ但与欧元不同的是ꎬ
人民币不会成为某一区域内唯一的法定货币ꎬ而只是在该区域发挥国际货币

的职能ꎮ 我们知道ꎬ一国货币如已占据主要国际货币的地位或在某一区域乃

至全球成为一支主导货币ꎬ因其所拥有的规模经济、网络效果以及公众长期

形成的货币使用习惯等因素会产生一种黏滞性ꎬ使得其他货币的国际化或进

入某一区域变得不那么容易③ꎮ
一直以来ꎬ人民币区域化主要目标区是东南亚、东北亚乃至整个亚洲ꎮ

人民币在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大范围使用必然要对美元、日元的传统地位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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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挑战ꎬ这并非易事ꎮ 在东南亚ꎬ各国货币都与美元挂钩ꎬ被视为宽松美元

区ꎬ人民币要在该区域内突破美元的现有优势ꎬ可能性同样不大ꎮ “１０ ＋ ３”国
家的经济指标接近中国ꎬ但仍然低于日本ꎬ尤其是 ＧＤＰ 和汇率与日本趋同ꎬ
明显高于中国ꎬ这表明该区域内国家与日本经济的紧密程度仍然很高ꎬ目前

人民币还无法成为与日元相抗衡的区域主导货币ꎬ日元仍是亚洲地区占有重

要地位的货币①ꎮ 总的来说ꎬ人民币中短期内还不具备在亚洲发挥关键货币

作用的条件ꎬ要走的路还很长ꎮ

四　 欧亚经济联盟助推人民币区域化突围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ꎬ由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签署的«欧亚经济联

盟条约»正式生效ꎮ 这标志着ꎬ经过多年努力ꎬ由俄罗斯主导的横跨欧亚大陆

的地区一体化组织终于全面启动ꎬ预计 ２０２５ 年前劳动力、资本、商品和服务

将实现跨境自由流动ꎮ 在俄罗斯的倡议下ꎬ欧亚经济联盟加快了吸纳新成员

的工作ꎮ 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两国先后成为联盟正式成员ꎮ 在今后 １０
年ꎬ欧亚经济联盟将建成药品共同市场、电力共同市场、农业共同市场和石油

天然气共同市场ꎮ
对于欧亚经济联盟的建立ꎬ中国表现出积极的态度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８ 日ꎬ

中俄双方签署联合声明ꎬ计划将“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与欧亚经济联盟进行对

接ꎬ在欧亚大陆建立“共同经济空间”ꎮ 俄罗斯寻求从中国 ４００ 亿美元的“丝
绸之路”基金中获得其基础设施升级所需的资金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

罗斯和亚美尼亚将启动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谈判ꎮ 同时ꎬ俄罗斯还力推建立

一个由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组成的欧亚货币联盟ꎬ希望以此加强与

周边盟友的经济联系ꎮ
(一)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经贸合作不断扩大

１ 中俄经贸合作潜力

自 １９９９ 年以来ꎬ中俄经贸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ꎮ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８ 年ꎬ双
边贸易额出现了持续 ９ 年的增长ꎮ 经历了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ꎬ中国从

２０１０ 年起成为俄罗斯的第一大贸易伙伴ꎬ中俄贸易额占俄罗斯外贸总额的

１２％ ꎮ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４ 年中俄双边贸易额如表 １ 所示ꎮ

—１０１—

① 彭红枫、谭小玉、陈文博、李艳丽:«亚洲货币合作和人民币区域化进程»ꎬ«世界

经济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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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４ 年中俄双边贸易额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双边贸

易额

中国对俄

出口

中国自

俄进口

与上年相比(％ )

进出口 出口 进口

进出口

差额

２００３ １５７ ６ ６０ ３ ９７ ３ ３２ １ ７１ ４ １５ ７ － ３７ ０

２００４ ２１２ ３ ９１ ０ １２１ ３ ３４ ７ ５１ ０ ２４ ７ － ３０ ３

２００５ ２９１ ０ １３２ １ １５８ ９ ３７ １ ４５ １ ３０ ９ － ２５ １

２００６ ３３３ ９ １５８ ３ １７５ ６ １４ ７ １９ ８ １０ ５ － １７ ３

２００７ ４８１ ６ ２８４ ８ １９６ ８ ４４ ３ ７７ ９ １２ １ ８８ ０

２００８ ５６８ ３ ３３０ ３ ２３７ ９ １８ ０ １５ ９ ２０ ８ ９２ ４

２００９ ３８８ ０ １７５ ２ ２１２ ８ － ３１ ８０ － ４７ ０ － １０ ７ － ３７ ６

２０１０ ５５４ ５ ２９６ １ ２５８ ４ ４３ １ ６９ ０ ２１ ７ ３７ ７

２０１１ ７９２ ５ ３８９ ０ ４０３ ５ ４２ ７ ３１ ４ ５５ ６ － １４ ５

２０１２ ８８１ ６ ４４０ ６ ４４１ ０ １１ ２ １３ ２ ９ ２ － ０ ４

２０１３ ８９２ １ ４９５ ９ ３９６ ２ １ １ １２ ６ １０ ３ ９９ ７

２０１４ ９５２ ８ ５３６ ８ ４１６ ０ ６ ８ ８ ２ ４ ９ １２０ ８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和商务部相应年份统计数据整理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ｕｓ￣
ｔｏｍｓ ｇｏｖ ｃｎ /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ａｓｐｘ? ｔａｂｉｄ ＝ ４３７０ꎻｈｔｔｐ: / / ｏｙｓ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为进一步提升合作潜力ꎬ中俄 ２０１４ 年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

邦关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声明»ꎬ涉及能源、电力、航空、通
信等多个领域ꎮ 联合声明指出ꎬ继续努力推动双边贸易额在 ２０１５ 年前达到

１ ０００亿美元、在 ２０２０ 年前达到 ２ ０００ 亿美元ꎬ落实中俄政府间经济现代化领

域合作备忘录ꎬ以保障双边贸易平衡ꎬ优化贸易结构ꎬ大力增加相互投资ꎬ包
括在俄境内建设交通设施项目ꎬ综合开发矿产资源ꎬ建设经济型住房等ꎮ

中国对俄罗斯投资规模虽然不大ꎬ但中方有意扩大双方的投资合作ꎮ 中

方早在中俄总理第十次会晤联合公报中就确定ꎬ在 ２０２０ 年前对俄累计投资

总量将达到 １２０ 亿美元①ꎮ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ꎬ截至 ２０１３ 年年底ꎬ中国对俄

累计投资 ３２１ 亿美元ꎬ是俄第四大外资来源国ꎮ 投资领域主要分布在能源、
矿产资源开发、林业、建筑业等ꎮ 中国自俄罗斯引进技术项目主要集中在核

电、航空航天、电子等领域ꎮ 中俄两国相互直接投资情况见表 ２ꎮ

—２０１—

① «中俄总理第十次定期会晤联合公报»ꎬ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ＧＢ / １０２６ /
３８３０２６１ ｈｔｍｌ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 经济合作

表 ２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４ 年中俄相互直接投资 (单位:亿美元)

年份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中对俄投资 ４ ７０ ４ ３８ ２ ４０ ４ １０ ５ ９４ ３ ０３ ６ ６０ ４ ０８ ７ ９０

俄对中投资 ０ ６７ ０ ５２ ０ ６０ ０ ３２ ０ ３５ ０ ３１ ０ ３０ ０ ２２ ０ ４１

　 　 注:２０１４ 年数据为中国商务部内部数据ꎮ
资料来源: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２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经贸合作潜力

２１ 世纪以来ꎬ哈萨克斯坦经济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增长速度ꎮ 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 ２０１４ 年初步统计数据显示ꎬ哈国内生产总值达到２ ３１６亿美元ꎬ世界排名

第 ４６ 位ꎬ超过捷克、葡萄牙、爱尔兰、罗马尼亚、阿尔及利亚和越南等国家ꎮ 如

果继续保持这一速度ꎬ哈萨克斯坦有可能在 ５ ~ １０ 年内进入世界发达国家前

３０ 名①ꎮ
自 ２００７ 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ꎬ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经济都受到了影响ꎬ

部分经济体一度陷入了困局ꎮ 哈萨克斯坦经济增速也因此有所下降ꎬ但仍然

实现了正增长(见表 ３)ꎮ

表 ３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４ 年哈萨克斯坦名义 ＧＤＰ 变化情况

年份
名义 ＧＤＰ 总额

(亿美元)
同比增长

(％ )
年份

名义 ＧＤＰ 总额

(亿美元)
同比增长

(％ )

２００３ ３０８ ９ ３ ２００９ １ １５３ １ ２

２００４ ４３２ ９ ６ ２０１０ １ ４６０ ７ ３

２００５ ５７１ ９ ７ ２０１１ １ ８６２ ７ ５

２００６ ８１０ １０ ７ ２０１２ １ ９９８ ５ １

２００７ １ ０４９ ８ ９ ２０１３ ２ ２０３ ６ ０

２００８ １ ３３４ ３ ３ ２０１４ ２ １２２ ４ ３

　 　 资料来源:ｈｔｔｐ: / / ｋｚ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自 １９９２ 年中哈建交ꎬ两国各领域合作一直稳步推进ꎬ双方经贸往来总量

不断上升ꎬ至 ２０１０ 年双边贸易额突破 ２００ 亿美元大关ꎬ２０１３ 年双边贸易额达

２８５ 亿美元(见表 ４)ꎮ 目前ꎬ哈致力于加快经济转型ꎬ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提出“光
明之路”新经济政策ꎬ旨在通过一系列投资促进哈萨克斯坦经济结构转型ꎬ实

—３０１—

① «世界经济的震荡和哈萨克斯坦经济的调整»ꎬｈｔｔｐ: / / ｋｚ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ｚｔｄ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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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经济增长ꎬ核心之一是大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ꎬ特别是完善交通道路设

施①ꎮ 而中国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ꎬ为哈萨克斯坦加速多元化

经济建设、深化中哈经贸投资等互利合作提供了新的契机ꎮ

表 ４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４ 年中哈双边贸易情况

年份
进出口

(亿美元)
出　 口

(亿美元)
进　 口

(亿美元)

与上年相比(℅)

进出口 出口 进口

１９９２ ３ ６８ ２ ２７ １ ４１ — — —

１９９３ ４ ３５ １ ７２ ２ ６３ １８ ２０ － ２４ ２０ ８６ ３０

１９９４ ３ ０４ １ ０７ １ ９７ － ３０ １０ － ３７ ８０ － ２５ １０

１９９５ ３ ９１ ０ ７５ ３ １６ ２８ ６０ － ２９ ５０ ６０ ２０

１９９６ ４ ６０ ０ ９５ ３ ６５ １７ ６０ ２６ ３０ １５ ５０

１９９７ ５ ２７ ０ ９５ ４ ３３ １４ ６０ － ０ ７０ １８ ７０

１９９８ ６ ３６ ２ ０５ ４ ３１ ２０ ７０ １１６ ６０ － ０ ４０

１９９９ １１ ３９ ４ ９４ ６ ４４ ７９ １０ １４１ ５０ ４９ ６０

２０００ １５ ５７ ５ ９８ ９ ５８ ３６ ７０ ２１ １０ ４８ ７０

２００１ １２ ８８ ３ ２８ ９ ６１ － ３４ １０ ５４ ９０ ０ ３０

２００２ １９ ５５ ６ ００ １３ ５５ ５１ ８０ ８３ １０ ４１ ００

２００３ ３２ ９２ １５ ７２ １７ ２０ ６８ ４０ １６２ ００ ２７ ００

２００４ ４４ ９８ ２２ １２ ２２ ８６ ３６ ６０ ４０ ７０ ３２ ９０

２００５ ６８ ０６ ３８ ９７ ２９ ０９ ５１ ３０ ７６ ２０ ２７ ３０

２００６ ８３ ５８ ４７ ５１ ３６ ０７ ２２ ８０ ２１ ９０ ２４ ００

２００７ １３８ ７６ ７４ ４６ ６４ ２９ ６６ ００ ６３ ６０ ７８ ２０

２００８ １７５ ５０ ９８ ２０ ７７ ３０ ２６ ５０ ３１ ９０ ２０ ２０

２００９ １４０ ０３ ７７ ４８ ６２ ５６ － ２０ ２０ － ２１ １０ － １９ １０

２０１０ ２０３ １０ ９２ ８０ １１０ ３０ ４５ ３０ １９ ８０ ７７ ００

２０１１ ２１３ １０ ５０ ２１ １６２ ９０ ５１ １０ － ３６ １０ ６０ ９０

２０１２ ２５６ ８０ １１０ ００ １４６ ８０ ２ ９０ ５４ ３０ － １ ００

２０１３ ２８５ ００ １２５ ００ １６０ ００ １１ ３０ ９ ３０ １４ ００

２０１４ ２２４ ４０ １２７ １０ ９７ ３０ － ２１ ５０ １ ３０ － ３９ ４０

　 　 资料来源:同表 １ꎮ

—４０１—

① «哈萨克斯坦:“光明大道”与“丝绸之路”的不谋而合»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ｆｄａｉｌｙ ｃｏｍ /
ｈｔｍｌ / ３３ / ２０１４ / １２ / ９ / １２１３４５１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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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斯坦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对能源出口依赖较大ꎬ其石油主要

经俄罗斯境内的石油管道出口欧洲ꎮ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２ 日ꎬ欧盟宣布对俄罗斯

的经济制裁延长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３１ 日ꎬ涉及金融、能源、防务和军民两用产品

等方面①ꎮ 这促使哈必须加快石油出口多元化进程ꎮ
对哈萨克斯坦来说ꎬ中国是最有潜力的出口市场ꎮ 一直以来ꎬ能源合作

是中哈两国合作的重点领域之一ꎬ双方合作勘探和开发石油、天然气、铀矿等

资源ꎬ共同修建原油管道和天然气管道ꎮ 双方也在基础设施建设、交通、加工

业以及电力等领域全面展开合作ꎬ并致力于推动互联互通、高科技、新能源、
农业等领域的合作取得新突破ꎮ 目前ꎬ中国对哈投资总额超过 ２６０ 亿美元ꎬ
是哈萨克斯坦第三大外资来源国ꎮ 哈萨克斯坦也是中国在欧亚地区的第一

大投资目的地②ꎮ
３ 中国与白俄罗斯经贸合作潜力

近年来ꎬ中国与白俄罗斯在重点产业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ꎬ双边贸易大

幅增长ꎮ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ꎬ２０１４ 年中白贸易额达到 ４０ 亿美元ꎬ是 １９９２ 年

两国建交时的 １１７ ６ 倍(当年两国双边贸易额仅为３ ３９０万美元)ꎮ 中白双边

贸易额稳步增长ꎬ贸易结构不断优化ꎬ高新技术产品和机电产品所占比重不

断提高ꎮ 如今ꎬ中国已经成为白俄罗斯第五大贸易伙伴ꎬ也是其在亚太地区

最大的贸易伙伴ꎮ
白俄罗斯积极响应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ꎬ卢卡申科总统在多个

场合表示愿意积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ꎬ希望能够与“丝绸之路经济

带”战略结合起来ꎬ开展产业合作和项目对接ꎬ从而为白俄罗斯改造老工业、
提高运营效率、加速基础设施建设赢得机遇ꎮ 白俄罗斯是通向欧盟的重要门

户ꎬ为欧亚陆路交通的必经之地ꎬ白迫切希望借“丝绸之路经济带”连接亚洲

市场和欧洲市场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９ 日奠基的中白工业园成为中白双方务实合

作的新探索ꎬ也是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标志性工程ꎮ 该园区是中国在海

外最大的工业园区项目ꎬ随着园区的建设推进ꎬ其投资的乘数效应、项目的社

会效应、项目辐射影响力逐渐凸显ꎮ 中白工业园将成为中白两国成功合作的

典范项目ꎬ成为国际经贸深度合作新模式ꎮ 目前ꎬ“华为”、“中兴通讯”、“中

—５０１—

①

②

«俄罗斯将延长对欧盟反制裁措施»ꎬ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ｗ / ２０１５ － ０６ － ２３ /
２３０３３１９８０１２３ ｓｈｔｍｌ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概况关系大事记»ꎬ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２０１５ － ０５ /
０７ / ｃ＿１１１５２１４１１０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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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重科”、“招商局集团”、“圆通速递”等 ７ 家中国企业已经正式入驻中白工

业园ꎻ另外ꎬ“烽火通信”、“福马机械”、“中信建设”、“吉利控股”等 １３ 家企业

已签署入驻工业园的意向协议ꎮ
(二)人民币与欧亚经济联盟各国的本币互换规模不断扩大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ꎬ美元主导的单一结算方式的弊端逐渐暴

露ꎬ世界各国开始推动去美元化行动ꎬ不断扩大双边贸易使用本币互换的规

模ꎮ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ꎬ独联体国家政府首脑理事会会议详细讨论了成员国之间

的本币结算问题ꎬ各方支持贸易结算币种多样化ꎬ在相互贸易中不仅使用美

元结算ꎬ还可以使用本币、卢布或其他货币进行结算ꎮ 这一年ꎬ俄罗斯与中亚

各国贸易结算中约一半的份额是使用卢布进行支付结算的ꎬ美元在贸易结算

币种中已退居第二位①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ꎬ俄罗斯国家支付委员会董事会主席表示ꎬ欧亚经济联盟未

来将弃用美元或欧元作为成员国间外汇的结算货币ꎬ而开始使用各成员国本

国货币进行结算ꎬ预计在 ２０２５ ~ ２０３０ 年间停止使用美元或欧元作为外汇结

算货币ꎬ而开始使用各成员国的本国货币ꎬ如俄罗斯卢布、白俄罗斯卢布、哈
萨克斯坦坚戈和亚美尼亚打兰②ꎮ 哈萨克斯坦也相继推出去美元化措施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ꎬ哈萨克斯坦中央银行推出去美元化的计划ꎬ旨在减少国家经济

对美元的依赖ꎬ确保本国经济的稳定性ꎬ推行无现金支付ꎬ减少影子经济ꎮ 哈

政府批准计划实施日期为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年ꎬ该计划包含的措施有:禁止以美元

定价ꎬ将美元存款利息降至 ３％ ꎬ将政府担保的存款规模由当前的 ２ ７ 万美元

增至 ５ ４ 万美元③ꎮ
１ 中俄本币互换状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ꎬ俄罗斯启动卢布对美元和人民币的直接交易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ꎬ俄中央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签署新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ꎮ 协

议规定ꎬ中俄本币结算范围从边境贸易扩大至一般性贸易ꎬ应用的地域范围

也随之扩大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ꎬ中俄签署金额达１ ５００亿元人民币 / ８ １５０亿
卢布的货币互换协议ꎬ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ꎮ

—６０１—

①

②

③

沈悦、郭品等:«欧亚金融合作整体发展水平分报告»ꎬ«欧亚经济论坛发展报告

(２０１３)»ꎬ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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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签署本币互换协议ꎬ中俄双方还在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０ 日发表联合声

明ꎬ明确表示将推进金融合作ꎬ包括在双边贸易、投资和借贷中扩大中俄两国

本币直接结算规模ꎬ保护两国免受世界主要货币汇率波动的影响ꎮ 俄罗斯对

外贸易银行与中国银行签署协议ꎬ计划在多个领域发展伙伴关系ꎬ包括在卢

布与人民币清算、投资银行、银行间贷款、贸易融资和资本市场交易方面展开

合作①ꎮ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ꎬ莫斯科交易所的人民币与卢布交易额达到 ３８ 亿元人

民币(约合 ２１５ 亿卢布)ꎬ创下月度新纪录②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 日ꎬ俄罗斯莫斯

科交易所正式推出港币对卢布挂牌交易ꎮ 自此ꎬ港币成为 ２０１０ 年莫斯科交

易所推出人民币对卢布挂牌交易后第二个正式挂牌交易的亚洲货币ꎮ 莫斯

科交易所数据显示ꎬ２０１４ 年交易所的人民币交易量大幅增长 ７ 倍多ꎬ总金额

为 ３ ９５０ 亿卢布(约合 ４８０ 亿元人民币)ꎮ
近来ꎬ俄方密切关注中国将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篮

子的努力ꎮ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５ 日ꎬ俄罗斯财政部副部长阿历克谢莫伊谢耶夫在

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ꎬ俄政府 ２０１６ 年可能发行人民币债券ꎻ对于人民币纳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篮子ꎬ俄方十分关注也积极支持中方的这一努

力③ꎮ 在国际资本市场大门对俄紧闭之时ꎬ发行人民币债券表明俄财政部正

努力实现外债多元化ꎮ 目前ꎬ中国与俄罗斯已在贸易本币结算、中国银联卡

系统支付结算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ꎮ
２ 中哈本币互换状况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ꎬ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签署金额为 ７０ 亿元人民币的双边

本币互换协议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ꎬ中国银行正式在新疆推出人民币对坚戈现钞汇

率挂牌ꎬ在同行业中率先办理了直接汇率项下的坚戈现钞兑换业务ꎮ 哈萨克

斯坦大城市部分兑换点可以兑换人民币④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ꎬ中国人民银

行与哈萨克斯坦中央银行在阿斯塔纳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ꎬ同时签订新的

双边本币结算与支付协议ꎮ 此次ꎬ双边本币互换规模为 ７０ 亿元人民币 / ２ ０００
亿哈萨克斯坦坚戈ꎬ协议有效期为 ３ 年ꎬ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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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双边本币结算与支付协议签订后ꎬ中哈本币结算从边境贸易扩大到一

般贸易ꎮ 两国经济活动主体可自行决定用自由兑换货币、人民币和哈萨克斯

坦坚戈进行商品和服务的结算与支付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ꎬ人民币开始执行

兑换坚戈银行间市场区域交易ꎬ交易品种为即期询价交易ꎬ包括 Ｔ ＋ ０、Ｔ ＋ １
和Ｔ ＋ ２ꎻ交易价暂定为参考价上下 １０％ 浮动ꎮ 人民币对坚戈交易以人民币

为基准货币ꎬ报价精度为 ０ ０００ １ꎬ最小交易金额(折合美元)为１ 万美元①ꎮ
上述举措不仅有利于深化中哈两国货币金融合作ꎬ便利双边贸易和投

资ꎬ维护区域金融稳定ꎬ同时也标志着中哈两国金融合作进入新阶段ꎮ
３ 中白本币互换状况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１ 日ꎬ中国与白俄罗斯签署 ２００ 亿元人民币 / ８ 万亿白俄罗

斯卢布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ꎬ目的是推动双边贸易及投资ꎬ促进两国经济增

长ꎮ 协议有效期为 ３ 年ꎬ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ꎮ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４ 日ꎬ中国人民

银行与白俄罗斯国家银行共同签署«中白双边本币结算协议»ꎮ 这是中国与

非接壤国家签署的首个一般贸易本币结算协议ꎬ也是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试

点实施之后的又一个重大进展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０ 日ꎬ中国人民银行与白俄罗

斯国家银行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ꎬ规模为 ７０ 亿元人民币 / １６ 万亿白俄罗斯

卢布ꎮ 协议有效期为 ３ 年ꎬ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ꎮ
白俄罗斯驻华大使维克多布里亚在接受专访时表示ꎬ中白双方下一步

将会建立新的银行间合作机制ꎬ包括国有银行和民营银行之间的合作ꎮ 目

前ꎬ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包括白俄罗斯开发银行在内的两家白俄罗斯银行签

署了为期 １５ 年、总额达 １０ 亿美元的长期授信协议②ꎮ
货币互换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货币国际化步骤ꎬ却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

突破口ꎮ 货币互换将降低国家间货币的融资和兑换成本ꎬ为国际贸易企业带

来实实在在的便利ꎬ同时也有利于各国稳定外汇储备ꎮ 总的来说ꎬ推动人民

币国际化不仅要扩大对外贸易的规模ꎬ还应在主要贸易伙伴间寻找机会ꎬ通
过选定优势区域ꎬ与贸易国以点对点的方式合作以及实现本币互换、签署直

兑协议等ꎮ 这样ꎬ人民币的使用范围才能不断扩大ꎬ进而实现从实体经济领

域向金融领域的渗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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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人民币成为欧亚经济联盟关键货币的建议

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看ꎬ货币国际化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ꎬ而某些事

件往往会在一国货币“走出去”及最终实现国际化的进程中成为催化剂ꎮ 美

欧与俄罗斯因乌克兰危机引发的相互制裁以及欧洲和日本经济的下滑或许

能成为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的有效催化剂ꎮ
２０１４ 年的卢布贬值风波给俄罗斯经济带来严重的危机ꎮ 为降低对美元

的依赖ꎬ俄罗斯积极推动在欧亚经济联盟范围内建立货币联盟ꎬ倡导以区域

内货币为主要支付手段ꎬ甚至考虑建立统一货币ꎮ 各成员国对此虽未形成共

识ꎬ但去美元化的决心越来越坚定ꎮ 为稳定各国金融市场、增强抵御风险的

能力ꎬ欧亚经济联盟在今后的贸易往来中很可能会采取盯住一篮子货币制

度ꎬ逐步形成货币间相对固定的汇率制ꎮ 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强大的经济支

撑ꎬ成员国的总体经济实力尚无法达到ꎬ须借助外力ꎮ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ꎬ自然是一个理想的合作伙伴ꎮ
在欧亚经济联盟区域内ꎬ随着大宗商品贸易、基础设施融资、产业园区建

设、跨境电子商务合作的开展以及“亚投行”、“丝绸之路”基金等多边金融机

制的形成ꎬ中国与联盟各国经贸往来将更为密切ꎬ中国可借势扩大人民币在

区域内的使用量ꎬ争取实现人民币与区域内主要货币的对称性合作ꎮ 如果人

民币能与欧亚经济联盟进行有效的货币合作ꎬ从中短期看ꎬ在欧亚经济联盟

建立一个与区域主要货币共存的人民币货币合作区是有可能的ꎬ这也有利于

人民币逐步摆脱当前区域化过程中遇到的困难ꎻ从长远看ꎬ中国建立自己的

准货币区ꎬ成为世界货币体系中重要储备货币成员之一ꎬ对于国际经济和国

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发展来说意义重大ꎮ
然而ꎬ人民币要发挥区域货币的作用ꎬ中国一方面应进一步加强经济总

体实力ꎬ扩大金融市场规模、建立更为开放的金融市场及相当规模的证券市

场ꎬ保持币值稳定ꎬ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ꎻ另一方面ꎬ应在“丝绸之路经济带”
战略构想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中做好以下各项工作:一是逐步扩大与欧亚

经济联盟成员国货币互换规模ꎻ二是在拓展双边本币结算的基础上ꎬ逐步推

动建立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多边结算体系ꎻ三是积极探索投融资的资本运

作新模式ꎻ四是稳步开放金融市场ꎬ实现跨境金融服务网络区内全覆盖ꎬ进一

步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建设ꎻ五是建立相应人民币回流机制ꎮ
(责任编辑:徐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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