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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短期无解 脱钩美元为正道

张茉楠

眼下

G20

所要探讨的国际货币体

系改革方案似乎还比较遥远， 无论是

构建超越货币主权的记账单位———特

别提款权 （

SDR

）， 还是建立多元化的

储备体系， 都注定是漫长而曲折的过

程。 从现实情况看， 对于大部分发展

中国家， 改变对本币钉住美元， 渐进

式与美元 “脱钩”， 推进 “去美元化”

进程才是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最重要，

也是最务实的一步。

美元核心成危机源头

当前， 全球货币结构越来越不能

反映全球经济结构的变化， 美元凭借

霸权税不仅扰乱了全球信用总量、 信

用创造机制、 真实经济增长机制的关

系， 更导致全球经济和金融秩序混乱，

“美元陷阱” 危机四伏。

现行国际货币结构是分为三个层

次， 美国处于全球货币结构的核心，

其货币政策具有国际主导权， 拥有向

全球输出美元货币的特权， 即所谓的

“核心国”； 在外面一层是欧盟、 日本

以及加拿大、 英国等实施汇率浮动的

国家， 即 “浮动国”； 而大部分发展中

国家， 都实行的是钉住美元的货币制

度， 处于最外面一层， 即所谓的 “钉

住国”。 这种国际货币结构和货币制度

完全赋予了美联储以全球中央银行的

权利， 却没有任何有效的制度约束，

美元真正成为 “世界基础货币”， 其他

国家的货币政策完全受制于美联储。

“我们的货币， 你们的问题”。 美

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由于将美国自

身的国家利益和全球调节的职能权衡

集中于美国之上， 导致政策协调和成

本分担机制的冲突， 全球也由此陷入

无法摆脱的美元环流的漩涡， 美元自

身也要永远摆脱不了 “特里芬难题”。

贸易国家 （大部分为钉住国） 在

对外交易中长期依赖储备货币进行计

价、 结算、 借贷和投资， 货币错配带

来的汇率和资产风险不可避免。 全球

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脱节日趋严重，

并进而引发全球经济的危机循环。

与美元脱钩的重要性

事实上， 近几年， 从拉美、 到中

东再到东亚， 新兴经济体国家已经拉

开了 “去美元化” 的大幕。

2006

年以

来， 部分拉美国家在贸易和融资等领

域出现了明显的 “去美元化” 倾向，

减少美元在外贸和金融体系中的比例，

加大本币债券的发行力度， 减少对美

元资本的过度依赖。 部分南美国家也

发起成立 “南方银行”， 其中一个主要

目的就是为摆脱美元及其主导的国际

金融机构的制约， 实现金融独立。

2009

年， 石油输出国家的沙特、

巴林、 卡塔尔、 科威特财长及中央银

行总裁， 重申对创立货币联盟及单一

货币机制的承诺， 并将尽快启动。 在

亚洲， 随着中国与东盟自贸区的建立，

中国与东盟之间开始了人民币跨境贸

易结算的试水。 中俄两国也通过货币

协议安排使 “人民币—卢布” 结算进

程提速， 这些都表明， 一场新兴发展

中国家联手抗衡美元的货币保卫战正

在打响。

以国际化争取货币自主权

从中国自身的情况看， 为了降低

中国在对外贸易、 跨境投资与外汇储

备管理方面对美元的依赖程度， 必须

实现从 “参考一揽子货币” 过渡到

“钉住一篮子货币”， 构造一个欧元与

美元组成的货币篮子作为调整的依据。

按照贸易重要性重新确定篮子货币权

重， 改变目前货币篮子中美元的主导

地位， 这也是人民币真正走向全球的

第一步。

中长期而言， 人民币国际化是争

取货币自主权的根本。 在贸易领域，

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已经大量在越南、

俄罗斯、 朝鲜、 缅甸、 老挝等国家使

用， 并能够同他们的货币自由兑换，

一定程度上说人民币已成为事实上的

区域性货币。 近两年， 货币互换开启

人民币区域化、 世行首次发行人民币计价

债券， 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已经扩展至所

有国家等。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也逐渐从经常项目

层面小幅向资本项目层面转变。

2010

年

8

月， 央行允许相关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

券市场投资试点， 此举意味着境外人民币

新的回流和投资渠道的诞生， 也是中国资

本项目改革进程中一项重要举措。

最后， 人民币国际化还必须经历通过

离岸中心对外辐射和人民币回流的双循环

过程。 要以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为依托，

充分利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尽快

扩大人民币债券市场的建设规模， 进一步

丰富本币境外投资、 融资、 储备各项职

能， 完善人民币回流机制建设， 满足境外

机构多元化、 多层次的人民币资产配置需

求， 形成境内、 外人民币良性循环机制。

挑战美元霸权地位的过程是漫长的，

但这种努力正在发生变化， 国际上一些经

济学家预计， 在未来

5

年内， 美元在国际

外汇储备中的比重， 将由现在的

65%

下降

至

50%

， 在十年内则进一步下滑至

40%

，

美元地位的下降和新兴国家货币的上升一

定会真正改变全球货币体系的力量对比，

而在这一过程中， 与美元 “脱钩” 一定是

第一步。

（作者系国家信息预测部副研究员）

另一个世界的住房难题

生命是美好的， 但人却不能不

死。 中国人信上帝的少， 所以天堂

之类的期许无法给活着的人以安

慰； 真正信佛， 将自己的肉身视为

灵魂暂栖之地的人也少之又少， 所

以， 中国人向来极为重视身后事。

视死如生可以说是我们传统文化中

的一个核心观念， 故而人们设立清

明节， 用来祭奠和追思， 在生者和

死者之间建立一个桥梁。 现在， 将

清明节设为公众假期， 也算是对传

统文化的一种尊重。

但是， 今年清明节期间的一条

新闻恐怕会让很多中国人无端生出

几分恐惧来。 来自民政部的消息

说， 墓地合同一般以

20

年为周期，

到期后需交纳管理费。 相信大多数

人此前都认为死亡是一件永久性的

事件， 看到这个消息才大吃一惊：

原来我们只能死

20

年， 如果想永

久地死下去， 那么必须由自己的子

孙每隔

20

年去续一次租。 对那些

子孙经济条件不很好或者没有子嗣

的人来说， 每隔

20

年就要面临一

次死无葬身之地的危险。 这些年

来， 不少活着的人被住房问题困

扰， 虽然屡有人开玩笑说现在百业

腾贵， 死都死不起， 但实际上只不

过是一个激愤的笑话而已。 这下可

好， 死不起、 死不成成了一个真正

的现实问题了。

按当今法律， 民政部的说法似

乎没有错， 错只错在我们平时对此

事关心得太少， 加上这问题专业性

太强， 民政部这下只能说是给老百

姓提了一个醒。 因为法律确乎如

此： 经营性墓地 （用国有土地为城

镇居民提供服务的墓地被界定为经

营性墓地， 农村集体土地上的为公

益性墓地） 是一种租赁关系， 没有

所有权， 只有使用权。

尽管民政部向老百姓作了一个

普法性的工作， 但不得不指出的

是， 民政部犯了一个常识错误。 既

然是租赁关系， 涉及到产权问题，

那么

20

年一次的费用应该称之为

租金， 而不应该称之为管理费 （据

新闻说有些城市收钱时用的就是管

理费的名义）。 管理费给人的印象

是为管理墓地所付出的服务费用，

如果真是这样， 那么这个钱反而应

该分文不收了， 为什么呢？ 因为死

对任何一公民来说都是平等的， 会

有一次且仅有一次， 所以这项服务

是标准的公共产品， 理应由财政全

盘埋单。

民政部这个错不知是有心为

之， 还是无心为之， 从事后的 “澄

清” 来看， 有心之错的可能性似乎

更大。 但不管怎样， 它改变不了这

样一个事实， 那就是： 地下世界与

地上世界的安居问题完全相同！ 活

人世界的住房以

70

年为周期， 毕

竟和大多数人生命期限差不多， 操

这个心的人很少， 但

20

年就不同

了， 如果想让先人安息， 一个人一

生中就得为续租的事折腾多次， 如

果考虑到祖辈、 远祖辈， 这件事就

不仅头痛， 简直有点可怕。 子子孙

孙无穷尽， 想想自己在地球爆炸之

前会一直成为后代人的负担， 真让

人不寒而栗。

死亡无可避免， 那么在古代中

国人是如何解决安息问题的呢？ 普

天之下， 莫非王土。 商周时代实行

土地国有制， 土地理论上归天子一

人所用， 但在实际操作中， 将土地

切成井字形的九块， 其中八块的

使用权和收益权归农夫， 另一块由

农夫免费为天子或其代理人耕种，

权当税收。 农夫平民虽然连一寸土

地的所有权也没有， 但那时地广人

稀， 随便找块没有农业价值的荒地

来告别生命应该很容易， 周天子估

计不会为此收取什么租金。

战国以后， 土地开始私有化，

地主、 自耕农对自己份内的土地拥

有永久的产权， 当然官方也拥有一

部分官田， 以补充皇室开支或用作

赏赐工具。 对于那些拥有田地、 山

林永久所有权的人来说， 生有所依

托， 死， 也是不用发愁的。 当然，

中国历史上土地经历过无数次从平

均到兼并、 再从兼并到平均的循

环， 在循环的过程中， 总会有少数

人陷入无立锥之地的惨境。 这些人

的生与死是如何解决的呢？ 阿

Q

曾经住在土谷祠里， 由此可见， 那

时解决活人居住问题， 公益并非想

象中完全缺位。 就算是死的问题，

对绝大多数穷人来说也应该不成问

题。 因为古人向来是聚族而居， 加

之对死的极端重视， 绝大多数家族

都会购买一块公共墓地。 在农业社

会， 没有工业开发， 不能出产粮食

的荒山荒地很便宜， 绝大多数家族

都出得起这个钱， 所以， 那时代除

非是流徙他乡或做了大逆不道之事

被家族除名， 否则即便是赤贫， 也

只会忧生而不会忧死的。

当然， 对于那些没有家族依托

同时身后无子嗣的人来说， 身后事

仍是个难题。 好在那时也有一些慈

善， 一些富人会捐出一点土地， 专

供解决这些人的困难， 这些被称之

为 “义地”， 条件虽极差， 好歹避

免了暴尸荒野。 一把辛酸泪地写下

《红楼梦》 的曹雪芹， 生前极为困

顿， 死后就葬在北京西郊生前住处

边上， 这地方叫地藏沟， 就是一块

义地。 曹雪芹上几代是贵族， 结局

理当不会这么惨， 他的安息之所这

么差， 我怀疑是因为家族墓地离得

太远。

总的来看， 在古代中国， 不

管是土地国有， 还是土地私有，

人们都不怎么需要为死的问题发

愁。 从这个意义上看， 最不走运

的是今天生活在土地国有的城里人

了， 他们不但生前要为

70

年的租

金耗尽心力， 死之前的自己和死之

后的子孙还要为另一个世界的住房

问题发愁。

相比城里人， 今天的农村人要

幸福不少。 因为根据法律， 农村的

耕地、 山林、 宅基地属集体所有，

虽然耕地和山林目前还只是签订几

十年的使用合同， 但使用宅基地是

不必向它的所有权人 （村集体） 交

纳土地出让金的， 也拥有永久使用

权， 可以作为遗产传诸后代， 没什

么

70

年之限的说法。 这几年农村

还兴起了林权改革， 有些地方的农

民已经获得了林地的永久使用权，

虽然从法律意义上看， 所有权仍然

掌握在集体手上。

与城里人相比， 农村人的优势

主要还不是体现在活着的时候， 虽

然宅基地不要交租交税， 但绝大多

数村民房子远离繁华， 很多人宁可

在城里为了一个小套间的

70

年租

金打拼， 也不愿意去享受农村的好

山好水、 宽宅大院。 农村人最大的

优势在于他们临死的压力小很多，

因为农村的墓地被界定为公益性，

虽然是躺在集体的土地里， 仍然没

有个人产权， 但大致也算是拥有永

久使用权吧， 只要不遇到强拆之类

的极端意外， 子孙后代是不需要为

20

年补交一次租金而苦恼的了，

真的可以做到一死万事休了。

生与死， 本来是一个沉重的话

题， 但细一琢磨， 不同土地所有制

上的不同身份的人， 生与死差别竟

然有这么大， 觉得有趣之余， 得考

虑退休后找个村子入个户， 以求死

得无后顾之忧了。

中东局势一团糟， 国际油价创新高。

战乱困扰利比亚， 和平难言时间表。

美国经济渐回暖， 原油需求正看好。

能源成本上升快， 物价恐将发高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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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理解

“土地是农民最大的社会保障”

王石川

据报道，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日在

吕梁山区考察时指出， 土地是农民最大

的社会保障， 维护农民的基本权益最重

要的就是维护土地权益。

“土地是农民最大的社会保障”， 温总

理显然是强调土地之于农民的极其重要

性， 换作大白话就是，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

子， 不能乱动， 否则农民就无法安身立

命。 正因为土地对农民如此重要， “土地

流转要尊重农民意愿， 不能搞强迫命令。

修路、 建房都不能乱占农民耕地。”

其实， 土地流转须尊重农民意愿，

是常识或者说是法律重申。 《农村土地

承包法》 明确规定，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

转应遵循依法、 自愿、 有偿的原则。 但

这一良法屡被轻贱， 强制性地进行土地

流转之事并不少。 在农民 “被上楼” 此

起彼伏、 土地流转不尊重民意的现实语

境中， 强调 “土地是农民最大的社会保

障”， 无疑极富现实价值， 它有利于唤起

基层官员尊重民意的意识。

笔者认为， 除此之外， 还需从多维

度理解总理的这句话。

其一， 土地是无价之宝， 但不能自

动生成为社保。 换言之， 欲使土地成为

农民最大的社会保障， 还需提高土地的

附加值， 或者还原土地本身所应具有的

价值。 不是每块土地都靠近城市、 乡镇，

都具有升值空间。 当前， 在不少地方，

农民纷纷进城打工， 大片土地被抛荒。

究其因， 尽管种地不用缴纳税费， 还有

补贴， 但还是得不偿失。 农民靠种地能

发家致富， 土地才能成为农民的社保。

其二， 土地是农民的最大社保， 不

等于农民就不需要社保。 必须警惕的是，

一些乡镇干部会拿 “土地是农民的最大

社保” 说事， 推出这样一种论调， 既然

土地是农民的最大社保， 也就是说农民

已经有了社保， 就不需要社保了， 农民

就守着土地好好生活吧。 这种论调显然

是谬论， 是在推卸责任。

土地毕竟不是社保， 要转化为社保尚

需一定条件， 在现实中还有一种论调， 即

以土地换社保， 这在一些地方已经潜滋暗

长， 土地换社保同样是谬论。 正如中央财

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中央农村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所说： 社会保

障应该是政府给老百姓提供的公共服务。

在哪个国家、 在哪个地方可以跟老百姓

讲， 你要获得我的公共服务， 你就要拿你

自己的财产来换， 没有过这种事情。 所以

这是在制造新的不平衡。

其三， 失地农民社保不能忽视。 早

在

2004

年

9

月， 国务院就明确提出，

“建立失地失业农民社会保障制度， 确保

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不降低， 长远生计

有保障。”

2007

年， 国务院相关部委又

下发有关通知， 要求做好失地农民的社

会保障工作。 由是观之， 失地农民的社

保同样不可忽视， 当前的社保应由 “广

覆盖” 向 “全覆盖” 转移， 由 “低水平”

向 “上水平” 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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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门应为预算公开树立标杆

冯海宁

财政部近日在中央部委中率先公

开今年的 “部门账本” ———

2011

年部

门预算， 将行政运行支出等情况首次

公之于众。 其用于工资、 办公费等日

常经费方面的行政运行支出为

3.7

亿

元， 比

2010

年执行数增加

6594

万元，

增幅达到

21.58%

。

2009

年有关方面曾承诺 “中央部

门预算三年内全公开”，

2010

年国土部

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中央部门， 今年财

政部又率先公开部门预算。 这表明一

个民主财政时代已经到来。 尽管有的

部门预算公开显得粗枝大叶， 但已经

迈出了第一步， 相信会越走越好。

在政府部门中， 我格外关注财政

部门的预算公开情况。 这是因为， 各

级财政部门具有其他部门不具有的预

算管理职权。 比如， 财政部具体编制

中央预算、 决算草案， 具体组织中央

和地方预算的执行， 提出中央预算预

备费动用方案、 具体编制中央预算调

整方案， 定期向国务院报告中央和地

方预算的执行情况。

显然， 如果财政部门自己预算公

开越细， 不仅能促进各个中央部门

详细公开本部门预算， 还能促进地

方政府详细公开地方预算。 从某种

意义而言， 财政部门预算公开情况

具有示范效应， 即财政部门预算公

开细， 则其他部门细； 反之， 如果

财政部门预算公开粗， 则其他部门

很可能也粗。

预算公开作为民主财政的重要组

成部分， 要想让公众满意， 不仅需要

完善的 《预算法》 提供法律保障， 也

需要舆论持续鞭策， 更需要财政部门

带头示范， 各个部门自觉改革。 现在，

《预算法》 正在修订， 舆论也在持续鞭

策， 下面就看财政部门能否带个好头，

各个部门是否自觉改革。

财政部今年率先公开部门预算，

就积极性而言值得肯定； 而且， 财政

部首次披露行政运行支出， 把几项大

支出内容首次细化到了第三级即

“项”， 也带了个好头。 不过， 登陆财

政部网站发现这份预算案与公众期待

还有距离。 比如， 没有像香港预算案

那样细化到一把椅子， 再如， 财政部

的 “三公” 支出看不到。

尤其是 “三公” 支出， 公众最希

望在预算案中看到。 “三公” 支出何

以未露面？ 不得而知。 或许有人认为，

今年

6

月将公布

2010

年中央本级 “三

公” 经费的支出情况， 明年

6

月很可

能公布

2011

年 “三公” 支出。 但我以

为， “三公” 支出不仅要在决算案中

看到， 也要在预算案中看到。

即使明年

6

月公布

2011

年中央本

级 “三公” 经费支出情况， 也不一定

就能看到财政部的 “三公” 支出。 这

是因为， 明年

6

月公布的很可能是中

央部门 “三公” 支出的总体情况， 不

一定详细罗列每个部门的 “三公” 支

出。 因此， 今年

6

月能否看到

2010

年

财政部 “三公” 支出， 明年

6

月能否看

到

2011

年财政部 “三公” 支出， 还是一

个问号。

在我看来， 在有关方面公布中央部

门 “三公” 支出总体情况之前， 财政部

门不妨鼓足勇气顺应民意， 率先公开本

部门的 “三公” 支出， 以给其他中央部

门和地方政府示范： 一是展示财政部推

动 “三公” 支出透明化的决心； 二是提

供一个让其他部门参考的样本———公开

“三公” 支出同样需要细化的样本。

毫无疑问， 财政部预算公开所体现

的 “率先”、 “首次”， 表明财政部不仅

在超越自己， 而且也给其他部门和地方

政府树立了预算公开的榜样。 不过， 鉴

于财政部拥有特殊的预算管理职权， 也

鉴于财政部是预算公开的主要推动者，

因此， 财政部部门预算透明度还有待提

升。 一般而言， 预算收支编列从粗到细

分为 “类、 款、 项、 目” 四个层次， 而

财政部预算公开目前只到 “项”， 还没有

到 “目”， 应该继续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