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亚金融危机:二十周年回顾与展望系列报告 

——引言 

 

 

东亚金融危机已经过去20年，但是学术界和政策层面的反思仍然在延续。危机爆

发之后，东亚国家抱团取暖，积极探寻区域内货币金融合作的道路。当时，在欧元区

实践的鼓舞之下，关于东亚地区货币金融合作的研究也开始涌现。但随后，由于合作

缺乏实质性进展、中日两个大国关系紧张等原因，合作进程一度陷入缓慢的状态。尤

其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欧元区国家面临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欧元区的实践

也一度受到研究者和国际市场的怀疑；再加上中日双边关系的一度恶化——在上述背

景下，东亚地区货币金融合作的未来也被蒙上了一层阴影。 

不过近些年来，东亚区内、区外的国际环境又有所变化，一些条件开始朝着有利

于东亚货币金融合作与经济一体化的方向前进。首先，2014年美联储开始宣布退出量

宽，并于2015年末开始进入加息周期，与此同时日本和欧央行等多个货币当局开始实

行负利率。国际金融市场形势更为复杂、脆弱，跨国资本的流动也更为剧烈和频繁。

客观上，东亚区内国家抱团取暖的需要再次上升。 

其次，中国与日本在世界经济、尤其是东亚一体化当中的作用发生了戏剧性的变

化。2005年，中国GDP总量约为日本的一半，2010年中国在这一指标上第一次追平了

日本，2014年，中国已经是日本的两倍。同时，中国也已经成为东亚绝大部分经济体

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人民币也在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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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经成为东亚经济、金融合作的最重要利益相关者和推动者。与之相应，中

国学者的声音也将在该领域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所以，我们有必要跳出既有的框

架，以今天的视角，来重新审视20年前的东亚金融危机。 

在此背景下，我们推出了“东亚金融危机:二十周年回顾与展望”的笔谈。本系列

笔谈将由六篇文章组成： 

第1篇，东亚金融危机原因再探:经验与教训（杨盼盼）； 

第2篇，东亚经济金融合作进展回顾（陆婷）； 

第3篇，东亚经济金融合作面临的障碍和挑战（肖立晟）； 

第4篇，东亚国家就业市场的冲突与共赢（宋锦）； 

第5篇，进一步完善东亚区域金融安全网（熊爱宗）； 

第6篇，中国应推动设立10+3银联体机制（徐奇渊）。 

上述文章已经于2017年正式发表，其中5篇以系列笔谈的组稿形式发表在《东北

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在此，特别感谢高海红教授对课题组的悉心指导

和把关，文责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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