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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适当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我国货币

政策的有效性

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欧元之父蒙代

尔的理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的独立货币

政策、国际资本流动、相对稳定的汇率三者不可

兼得，即存在所谓“不可能三角”关系。我国奉

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政策，意在保持人民币汇率

在合理均衡条件下的基本稳定。事实上，汇率管

理有余，浮动有限，汇率较为稳定，使人民币升

值的预期不断累积，对国际资本流入的吸引力不

断增强，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资本

在寻求规避本国风险、追逐国际套利机会的背景

之下，更是窥觊中国。我国虽然尚未实现人民币

在资本项下的可自由兑换，但由于国际资本通过

各种变通的渠道流入我国的趋势并未逆转，结果

使我国的货币政策独立性打了折扣，货币政策执

行效果与预期目标不相匹配。由于货币政策的独

立性是国家主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国际资本流

动的趋势不可逆转，为了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和政策执行效果的有效性，有必要适当增加人民

币汇率的弹性。

适当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不会改变我国的国际

竞争力

从比较优势理论看来，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在于工业化进程中的相对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以

及其他生产要素的低成本。虽然包括劳动力、土

地、资金等在内的生产要素成本正呈不断上升趋

势，但在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我国与欧美日发

达国家形成上下游垂直产业关联关系，这与横向

产业格局下辖依靠价格竞争的情形有所不同，决

定了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不会因为汇率适当变动以

及国内生产成本有所上升而发生根本逆转。也就

是说，汇率变动对我国国际贸易影响不大，也不

会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的国际产业竞争力格局，反

而会改变提高我国的贸易条件，对中国有利。更

何况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并不一定意味着汇率

本身的必然升值。从全球经济来说，人民币汇率

的适当升值并非是解决国际贸易不平衡的唯一救

命稻草，国际社会也完全没必要就人民币汇率问

题对中国施加压力。

培育动态比较优势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目前的国际经济格局，是由国际产业转移、

不同发展阶段以及不同发展模式等因素共同决定

的。我国是发展中的经济大国，高投资的发展模

式相对于欧美的高消费模式有所不同，我们在扩

大消费的同时，也要注重通过自主创新、发展战

略型新型产业来培育动态比较优势，进一步增强

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同时要合理引导人民币升值

预期，创造条件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下的可自由

兑换，提高我国主权货币的国际化地位。我们要

善于利用已经积累起来的外汇储备增强我国在国

际金融机构的份额和话语权，从被动执行国际规

则到主动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维护国家利益，

增加人民福祉。我们尤其要在事关国家利益的国

际贸易产品定价机制和币种选择方面发挥应有作

用。这些战略问题可能比汇率更值得关注。

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几点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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