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葎焚担繁酎衛俶勣幅峙 ？

──中國才是真正的受益者──

関 志 雄

〈KWAN Chi-hung, 経済産業研究所〉

最近，迅速發展的中國被看成了全球性通貨緊縮的元凶，以日本為首的世界各國要求人

民幣昇値的呼声高漲。貨幣是反映一國経済実力的一面鏡子。由于中國競争力的提高，人民

幣昇値成為了一種自然的趨勢。

改革開放以來，反映労動密集型産品出口拡大所導致的貿易条件的悪化，人民幣曽経走

過一段貶値的暦程。但是，正如最近的外匯儲備急劇増加所顕示的那様，中國産品的國際競

争力在提高， 人民幣昇値的条件已経日趨成熟 （図）。 人民幣的小幅昇値，不僅反映了中國

経済的基本条件在競争力等方面的改善，而且還可以満足國際社会的要求。如菓漠視此種情

况，旛延人民幣的昇値，将産生諸如資源配置低效化、泡沫経済膨脹以及対外貿易摩擦加劇

等一係列弊端。

図 中國的國際收支盈余在不断増加

（注） 外匯儲備的増加額＝経常收支＋資本收支＋誤差與遺漏

＊2003年的外匯儲備的増加額按上半年実際数字的両倍，計算。

（資料來源） 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 http://www.safe.gov.cn/

除了対匯率進行調整之外，外匯制度自身的改革也迫在眉睫。外匯制度由外匯管理制度

和匯率的决定機制構成。中國于1996年12月接受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協定第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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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承諾不以応対國際收支逆差等為理由限制外匯交易活動。以此為契機，中國対以進出口為

主要内容的経常交易項目実行了大幅度自由化，但対資本交易則至今仍実行厳格限制。加入

WTO以后， 資本管理将変得日益困難，而要確保貨幣政策的独立性， 就応該拡大匯率変動

的幅度。但是，考慮到擁有不良債権問題的銀行部門的脆弱性，当局不応対資本移動的自由

化操之過急。

日本正在要求人民幣昇値，却引來了中國的反感。但是，恰恰因為外匯政策事関國家利

益，因此需要相互排除感情色彩，加以冷静地分析和対応。考慮到中國與日本的経済関係畢

竟是互補大于競争，人民幣昇値対日本而言，雖然会帯來産品需求増大這一正面影響，但相

比之下， 生産成本上昇所導致的企業收益和生産減少的負面影響更大 （表）。 峇一方面， 対

中國而言，維持人民幣的現有匯率水平，放任不均衡拡大所産生的機会成本很大，因此，可

以推断人民幣的昇値並不利于日本， 而更有利于中國自己本身。

表 人民幣昇値対本企業的影響

正面影響

（16.2%）

可以拡大対中國的出口

作為競争対手的中國産品的競争力下降

持有的人民幣昇値

難以判断

（47.2%）

渉及中國的商業活動較小

対中國的輸出和従中國的輸入比較均衡

比較容易吸收匯率的変動

負面影響

（36.5％）

中國産品的輸入価格的提高

日本企業在中國的生産基地的競争力降低

日本人員工的費用変高

人民幣昇値有可能使中國的國内景気降温

（出処） 《日本経済新聞》 （2003年９月20號）

日本当局要求人民幣昇値，就算有某種 “損人利己” 意図，却可能産生対日本本身不利，

但対中國有利的 “損己利人” 的結菓。通貨緊縮的真正原因是結構改革的滞后以及與之相伴

随的國内景気低迷，這些問題得不到解决，無論人民幣昇幅多大，日本経済都不可能出現真

正的景気恢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