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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介绍了近年来国际金融研究内容所

发生的变化，分析并指出国际金融领域中新的重点

研究方向。本文认为，当前开展国际金融研究具有

更加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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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金融研究内容的变化

近年来，国际金融、国内金融的界限变得越

来越模糊。我国早期的金融学教科书所教授的内容

是从国内金融向国际金融延伸；而在国外的金融学

教材中，每一个国家的国内金融是整个国际金融体

系的一个组成部分。目前来看，后一种理解可能更

为合理——将世界看成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不

同国家承担的角色以及不同国家之间所产生的联

系是不容忽视的。

在这个大的视角之下，需要对传统国际金融

研究的主要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研究领域没

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但研究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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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过去国际金融重点研究国际储备货币和国际

货币制度等，但发展到今天，研究侧重点可能应做

出调整。

二、国际金融重点问题研究的新方向

目前应当抛弃在短期内会产生超主权货币的

想法，仍应以世界多元货币体系为研究对象。多元

货币体系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同时也存在各国货币

政策应如何协调配合等问题。

第一，应关注近年来数字货币的产生和发展，

以及其对国际货币储备体系产生的冲击。在数字货

币 1.0 时期，创造单一国际货币的设想迅速遭到了

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抵制，例如，美国、英国、欧盟

等。原因在于创造超主权货币对其他国际货币会形

成挑战。货币代表着权力，而且代表了国家主权。

在 2021 年举办的博鳌论坛上，有专家对中国数字

货币的发展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看法，一是发展

数字货币不应冲击货币主权，二是数字货币使用领

域应限定为消费和零售。这是符合货币本质的。

数字货币 2.0 版本则基于不同的主权货币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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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稳定币。在此基础上，又创造了类似 SDR

的一个货币篮子，基本维持了现有的货币格局，只

是运用了新的货币载体，得到了许多国家的支持。

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沿着这个思路研究下

去，对研判国际货币的未来以及人民币今后的发展

都将非常有价值。虽然短时间内无法创造出一个超

主权货币，但是当主要储备货币以一个篮子的形式

组合起来，在实际运行时，就出现了一定的超主权

货币的特征。这些货币都是可自由兑换的，例如，

在欧洲使用美元是非常方便的。这就意味着数字化

的美元在欧洲也可以使用，在一定意义上具有超主

权货币的特征。

由于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因此存在被孤立

的可能性。我国应加快人民币可兑换改革和国际化

步伐，否则在疫情结束、数字货币普遍使用之后，

人民币可能处于不利地位。这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

题。

第二，应关注国际收支与国内宏观经济运行

的联系。过去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探讨，例如，

不可能三角理论等。但实际经济运行不像理论描

述的那么简单。在这种新的情况下，对国际收支

变化和国内经济运行之间的关系需要深入研究。

特别对于中国来说，很多因素会对我国产生很大

影响。过去对于国际收支和国内经济关系的研究，

较多是从实体经济的角度出发。在这个大架构下，

资金的流动承载着实体经济因素的流动。而根据

IMF 的研究，在本世纪以来的二十年中，各国之

间的贸易差额在逐渐缩小，但国际投资头寸在增

加，其原因是需要研究的。如果这一趋势确实存

在且正在发展，那么国际收支和一国宏观经济运

行的关系需要重新探讨。

第三，应关注国际金融的治理体系问题。世

界在不断变化，二战后形成的以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WTO、世界银行为主要支柱的国际金融架构

已不再有效并需要改变。改变的方向可从近年来各

国倡导的提议中看出一些端倪，例如，跨大西洋贸

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在推出时是一种新的

国际治理机制，是基于价值观相同、互相认同的原

则组织起来的，即成员经济体对人权、竞争中性等

问题看法相同。而这一特征在传统的治理体系中并

不突出。

类似的协定层出不穷，例如，全面与进步跨

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我国已表态参与，

美国也表态参与，这代表着一套新的体系，与二

战后形成的体系不同——从美国主导转变为由多

个国家和多项因素共同决定。虽然美国在其中依

然占据重要地位，但之前近乎一家独大的格局已

不复存在。在全球多元化的格局下，中国通过“一

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在国际上

推广了代表中国心目中“良治”的全球治理体系，

其具体内容仍需不断充实和丰富。更为重要的是，

我国的理念要能够被全世界所接受，要与现有的理

念和制度安排相协调。目前，我国所做的阐述还不

够，未来仍有大量工作需要去做。

三、总结

过去，我国进行国际金融研究更多是独立于

国内经济运行而展开。而当前，国际金融与国内金

融已逐渐完成了融合，未来讨论中国金融问题要先

讨论国际金融问题。因此，研究国际金融就有了更

加重要的意义，我国国际金融研究领域的青年学者

们也将承担新的历史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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