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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人民幣》

前言

　　在如今這個幾乎人人都能大聊特聊「經濟」的時代，人民幣理所當然地是個社會目光焦點。中國
的富豪們關注人民幣，因為他們要時時提防著自己的資產縮水；中產階級關注人民幣，因為每一輪金
融危機都會讓一大批中產階級變為小康階層；小康之家關注人民幣，因為他們每天都在思考如何讓錢
生錢，盡快成為中產階層；沒多少錢的「窮人」關注人民幣，因為他們不但要解決眼下的溫飽問題，
更夢想著有朝一日也能夠感受一下當個有錢人的滋味⋯⋯　　聰明的外國人也來關注人民幣了，因為
他們明白一個道理：貨幣貨幣，是先有貨後有幣，貨幣值錢的前提是這個國家的貨多。自從2001年中
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短短的七年，中國的GDP就從全球第六躍升到第三，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全
球最快，中國的貨相對於幣最多，因此，人民幣一路升值。當下，世界需要人民幣，金融危機後，發
達國家也好，發展中國家也罷，都希望人民幣能進入國際貨幣體系，並期望其能發揮更大作用，尤其
是希望它對全球經濟的復甦發揮扛鼎之力。　　似乎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人民幣國際化」問題才從理
論研究層面上升到實踐領域，但其實，人民幣倍受矚目，還是緣自其內在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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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第一本探討人民幣國際化的專書　　貨幣的下一個霸主如何誕生，你將親眼目睹！　　英鎊、美
元、日圓、歐元，然後是⋯⋯人民幣？　　有一天，中國將對世界宣告：　　人民幣不再只是中國貨
幣，　　而是亞洲的貨幣、世界的貨幣！　　季辛吉：「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國家；控制了
糧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控制了貨幣，你就控制了整個世界。」　　本書自貨幣國際化的歷史說
起，細數英鎊、美元、日圓及歐元成為主流貨幣的始末，陳述人民幣國際化的必經路程與利弊得失，
並預言人民幣終將崛起，成為下一個主宰世界經濟的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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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孫兆東　　任職於全球總市值第二大的中國建設銀行總行高級經濟學家、中國建設銀行哈爾濱培
訓中心客座教授、清華大學MBA、IMBA特約講座嘉賓，從事投資銀行與商業銀行之經營管理十六年
。曾出版過《次貸危機》、《次貸風暴》（台灣版）、《越南「危機」》、《國家破產》等暢銷書。
其中《次貸危機》一書獲選「改革開放30年最有影響的300本圖書」，並被CIO週刊評為「2008十大年
度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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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關注人民幣就是關注你的未來有實力才更有魅力從緊盯美元到美元依賴人民幣國際化正當其時1
發達國家貨幣的國際化什麼是貨幣的國際化貨幣國際化的含義貨幣國際化的影響貨幣國際化的原動力
英鎊：依靠工業革命和殖民地起家美元：在與英鎊的博弈和戰爭中崛起日圓：離不開美元卻又急於突
進歐元：為區域貨幣做出成功示範貨幣國際化的共通點強大的經濟實力發達的金融市場國際貨幣的盛
與衰2國際化路上人民幣與美元的「碰碰車遊戲」國際金融危機中的「雪中送炭」人民幣成為美元的
「黃金搭檔」共為國際貨幣體系「療傷」3人民幣在國際舞臺上漸進式崛起人民幣實現自由兌換之路
什麼是貨幣自由兌換資本帳戶：可自由兌換的關鍵人民幣可兌換的歷史資本帳戶－－人民幣國際化過
程的制約？實現人民幣完全自由兌換的利與弊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開始「試水溫」金融危機刺激人民
幣走出去首批試點銀行積極備戰幾大問題亟需面對人民幣國際化前景潛質的魅力－－人民幣與區域「
法定貨幣」馬克對歐元的貢獻人民幣和日圓誰能擔當「法定貨幣」人民幣實現區域化需做兩項準備香
港可扮演重要角色人民幣國際化－－走自己的路人民幣國際化路線新的貨幣競爭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
策略4人民幣試跑「國際賽道」已多年走出國境的人民幣政策寬鬆導致人民幣流通量激增中國國力增
長是關鍵人民幣供不應求人民幣「影子」長短不同第一類：雙方經濟聯繫密切型第二類：對中國經濟
依存型第三類：旅遊業帶動型世界最大自由貿易區－－人民幣的新舞臺央行頻簽貨幣互換協議貨幣互
換的歷史中國參與貨幣互換經濟嚴冬中世界各國通過貨幣互換「取暖」人民幣與主要國家貨幣匯率變
化情況人民幣匯率回顧美元匯率的變化歐元匯率的變化日圓匯率的變化5人民幣為何要加快國際化「
危」中求「機」金融危機困境促使人民幣加快國際化人民幣當「跟班」的日子不好過金融危機敲響了
警鐘中國發展現階段的貨幣訴求中國外匯存底－－人民幣國際化的堅強後盾6人民幣國際化願景與影
響人民幣國際化到底有多好有利於促進中國企業「內外兼修」有利於平衡國際貿易有利於中國獲得合
理收益有利於促進金融業的國際化有利於與港、澳、臺經濟互動人民幣國際化的幾大難點人民幣國際
化有何風險中國企業面臨的挑戰中國經濟面臨的挑戰人民幣國際化還有多遠7國際貨幣體系發展歷程
金本位時期國際貨幣體系的誕生金本位制的三種發展形態古典金本位制古典金本位制度的缺陷和不足
金匯兌本位制金塊本位制和金匯兌本位制黃金嚴重短缺初期的美元本位制－－布雷頓森林體系雙掛鉤
制度特里芬難題美元本位時代的到來－－牙買加體系無體系的體系牙買加體系的特徵金融危機與國際
貨幣體系問題重重的現行國際貨幣體系體制的無奈決策機制的重大缺陷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方向紙幣本
位制的形成信用貨幣的發展國際貨幣體系要怎麼改？8超主權貨幣周小川三篇文章發起「春季攻勢」
「春季攻勢」各方反應超主權貨幣的前世今生超主權貨幣的歷史特別提款權與超主權貨幣歐元的示範
意義統一的貨幣體系超主權貨幣可不可能提出時機耐人尋味超主權貨幣是理想不是幻想9同一個世界
同一個貨幣傳統貨幣的時代演化本位制的演變石油美元本位制繼往開來的新時代同一個貨幣的設想未
來的國際貨幣未來是碳本位制的天下？未來的貨幣形式參考文獻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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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有實力才更有魅力　　從以鐵犁耕種的農民生產活動，到以坐在電腦前的白領為特色的現
代職業；從伽利略手工製造的兩英寸望遠鏡尚不能清晰辨認土星的光環，到半徑十公尺的成對的凱克
天文望遠鏡能夠觀察到距地球一百二十億光年的太空；從騎馬傳遞書信到以光速傳播訊息⋯⋯從古至
今，人類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但是不管朝代如何更迭，經濟體制如何變遷，亙古不變的
是，人們要在社會上生存就必須有「錢」。中國自古有俗語：「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無錢買米，哪
怕是最能幹的人生存都會成為問題。而有錢，意味著能夠購買到生活必需品，養家餬口的柴米油鹽醬
醋茶樣樣都離不開錢；有錢，意味著能夠得到更好的受教育的機會，從而提升社會地位，所謂「學而
優則仕」，要先有錢學習，才能為社會做貢獻；有錢，還意味著能夠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上實現夢想，
脫離了為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奔波勞碌的生活狀態，才能追求理想的生活境界⋯⋯　　關於金錢的重要
，中國自古有個很形象的註釋：「有錢能使鬼推磨。」而如今，金錢的威力更是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
來得強大。不信的話，你看看大多數普通家庭裡，貢獻多的一方腰桿總是挺得更直，而賺錢多少當然
是貢獻大小最直接的衡量標準。你再看看這個世界，哪些國家最有發言權？哪些國家說話最大聲？而
又有哪些國家始終處於弱勢地位？難怪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先生總結出這麼一句話：「控制了石油，
你就控制了所有國家；控制了糧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控制了貨幣，你就控制了整個世界。」　
　金錢的威力如此巨大，但是，令人費解的是，主體國家控制世界經濟－－也就是金錢－－的能力卻
被大大削弱。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這個原因可以用五個字來概括：經濟全球化。在這樣的大背景
下，紙幣印製廠印刷出的100元鈔票，很可能飛到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也有可能在世界兩百多個國家
裡都曾經飄過它的身影。由於流通的領域與速度難以預測，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夠真正控制住所有金錢
的來龍去脈，因此世界的經濟形勢變得越來越紛繁複雜。　　我們知道，世界上有兩百多種貨幣，每
個國家都有自己國家的錢。那麼為什麼有些國家的錢能夠全世界流通，而有些國家的錢卻只在小範圍
內流通呢？那些能夠飄過五大洲四大洋的鈔票難道和其他鈔票差距就這麼大嗎？鈔票與鈔票之間難道
也有階級之分？　　歸根結柢，錢的後面是實力，有實力的國家世界上對於它的貨幣需求自然就大，
而它的貨幣自然成為國際公認的流通貨幣，於是這個國家製造出來的一張張紙幣也變得「雄糾糾，氣
昂昂」，其他貨幣則不得不俯首稱臣。真是應了一句話：「有實力才會有魅力，有魅力才更有號召力
！」　　（二）從緊盯美元到美元依賴　　眼下，世界經濟實力排名第一的國家非美國莫屬，其國內
生產毛額（GDP）超過97兆元人民幣。依靠著國家實力這座大山，美國發行的美元可說是有恃無恐。
時至2008年年底，美國發行的美元折合人民幣約56兆元，同時其他國家購買了美國發行的國債折合人
民幣約15兆元。全球外匯存底折合人民幣約45兆元，所有外匯存底中美元最多，折合人民幣約29兆元
，占64.9%，因此美元成為全球第一貨幣。在世界範圍內，美元也是最好用的錢。　　美元很美，它
是發達國家和富人們的寵兒。當今世界，在國際貿易結算中，美元所占比重超過60%；在外匯交易貨
幣中，美元占比超過40%。整體看來，儘管美國爆發了嚴重的金融危機，但美元仍然是最被廣泛接受
的國際化貨幣。　　美國很聰明，知道機會只留給有準備的人。當世界經濟邁向全球化、金融邁向一
體化時，貨幣的世界屬性便凸顯出來。經濟和技術高度發達的美國，率先認識到世界貨幣的重要性，
因此，美國在發展經濟實力和科學技術的同時，著重發展了其貨幣即美元。短短的幾十年，美元擺脫
了金本位（Gold standard）和金匯兌本位（Gold exchange standard），以美元本位統領了全球經濟，成
為世界貨幣體系的主導者。　　現在讓我們轉到正題。讀者一定會問，既然美元現在這麼強勢，我為
什麼要關注人民幣？它能不能實現國際化和我有什麼關係？以筆者從事多年經濟工作的經驗來看，你
現在也許還可以對它不聞不問，但總有一天它會成為你必須關心的問題，因為人民幣再也不是那個蹣
跚學步的孩子，如今它已長成器宇軒昂、引人注目的青年，正充滿信心地準備去進行自己的全球探索
⋯⋯　　讓我們先來了解一下這位青年目前的體能狀態。　　人民幣，是一個擁有地球上五分之一人
口的國家正在使用的錢。2009年這個國家的GDP達到了34兆元，在世界上排名第三。這個國家發行了
約56兆元人民幣，同時又用約14兆元購買了其他國家的錢，用於交換以及為不時之需做準備。　　如
果沒有百年一遇的國際金融危機的話，美元眼裡的人民幣還是一個不起眼的孩子。的確，與1792年誕
生的美元相比，1948年才出生的人民幣顯得有些稚嫩，但是，新中國成立六十年來取得了令世界矚目
的發展，特別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的經濟以平均兩位數的速度增長，中國也由一個「一窮二白
」的國家發展成為經濟總量全球排名第三的國家，中國人使用的錢－－人民幣也必然地贏得了全球主
要國家和經濟體的關注。　　時下，人民幣的交易結算越來越多，尤其是全球遭遇百年不遇的金融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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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後，更多的人把目光投向了人民幣這個發展速度最快國家的貨幣、這個長期以來不貶值的貨幣。國
際金融危機之時，正是中國實現資本積累之際。如今，中國的金融資本不僅可以在危機中解救中國經
濟，甚至具備了可以援救美國經濟的實力。於是，世界貨幣體系即將迎來一個新生力量－－人民幣。
　　（三）人民幣國際化正當其時　　2008年12月到2009年3月，中國人民銀行先後與韓國、中國香港
、馬來西亞、白俄羅斯、印度尼西亞和阿根廷等六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總額6500億元人民幣的貨幣互
換協議。　　2009年4月，中國政府決定在上海市和廣東省內四城市開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
；在匯豐銀行和東亞銀行相繼在香港發行人民幣債券後，2009年7月2日，中國人民銀行等六部門下發
了《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管理辦法》，為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保駕護航。　　無論是在全球金融
危機和經濟衰退的當頭，還是在下一輪經濟週期之中，中國如果要想在國際經濟金融上發揮更大作用
的話，人民幣必須國際化。　　然而，雖然中國國內關於人民幣國際化的呼聲在20世紀90年代已然出
現，但直到美國次貸危機全面爆發前，人民幣國際化並未成為中國政府真正考慮的選擇。一般而言，
只有已開發國家才有將本幣國際化的強烈動機，而中國仍是一個開發中國家，人均GDP水準和人均資
源擁有量都相當低，且中國政府長期以來又奉行韜光養晦的對外策略，因此缺乏推動本幣國際化的強
烈意願。　　自2008年9月美國次貸危機演變為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中國政府對人民幣國際化的態度明
顯由冷轉熱。越來越多的國家和政府不得不承認這樣一個事實：人民幣已經提升到國際化的程度了。
經濟的健康、穩定發展確保了人民幣的升值，頗具價值的人民幣正在大步邁向國際化。　　不難預測
，中國政府將在未來一段時間內繼續加速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一方面，中國將與更多的國家和地區，
尤其是與泰國、菲律賓、越南等東協國家以及臺灣、俄羅斯等重要貿易夥伴實現雙邊本幣互換；另一
方面，中國將批准更多的城市，尤其是與東協各國聯繫緊密的昆明、南寧以及中國重點發展的金融中
心城市成為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試點城市。　　在當前條件下，人民幣國際化的最大障礙在於中國資
本市場發展尚不成熟，這就限制了中國政府在短期內全面開放資本帳戶（資本項目）與人民幣自由兌
換的可能性。對中國而言，資本帳戶管制是防範金融危機爆發的最後一道防線。在中國的金融市場、
金融機構、投資者與監管機構基本發展成熟之前，中國不可貿然放開資本管制。這意味著人民幣國際
化注定是一項長期、漸進的系統工程。　　總而言之，目前中國已經進入改革開放的深水區，「摸著
石頭過河」的傳統發展策略也到了調整的時候。為了讓經濟發展與貨幣發展同步，我們既要敢於承受
陣痛，又要在風險可控之前提下，盡快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讀者在某一天會發現，人民幣這個仍
在茁壯成長的孩子，隨著他在國際貨幣大家庭中越來越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他偶爾調皮的一個小
動作，就會影響到我們工作、生活的各方面；他不經意間打個噴嚏，或許全球都會得一場不小的感冒
。他終將變得讓世界各地的人們都為他歡喜為他憂。　　本書從發達國家貨幣的國際化歷史出發，探
討人民幣國際化的目的、作用和意義及其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並以國際主導貨幣國家本幣國際化的過
程、經驗和啟示，探索人民幣國際化的過程和未來走向，揭示人民幣國際化過程對全球、國家、企業
和個人的影響，從中獲得一些關於做好人民幣國際化的準備和風險防範的提示。　　本書還對國際貨
幣體系未來一百年的發展進行了展望，提出了同一個世界同一個貨幣的願景。希望本書能對中國人民
幣國際化的推進及中國和世界的金融科學發展，以及幫助企業和個人在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實現利益
最大化，盡綿薄之力。　　（四）超主權貨幣的歷史　　那麼，到底什麼是超主權貨幣？超主權貨幣
又有著怎樣的歷史由來呢？在媒體紛紛炒作之前，或許大多數人根本不知道還有「超主權貨幣」這一
說法。但是沒聽說過並不代表歷史上沒有出現過。　　所謂超主權貨幣，是一種與主權國家脫鉤並能
保持幣值長期穩定的國際儲備貨幣。從歷史上看，這樣的貨幣並不是沒有，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黃
金就發揮著類似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英鎊做為重要的主權貨幣進入國際貨幣儲備體系，但是
黃金在國際儲備貨幣中仍然占據80%以上的比例。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元做為國際儲備貨幣所
占的比例已經超過英鎊（1929年），但黃金仍然占國際儲備的重要比例，有些年分甚至達到90%以上
。雖然1976年的「牙買加協議」宣布黃金非貨幣化，但黃金實際上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目前黃金儲
備占全世界外匯存底的比重達到10.5%。而且，已開發國家的黃金儲備在其外匯存底中仍然占很高比
重，美國為78.9%，德國為71.5%，法國為72.6%，義大利為66.5%。同時，以黃金結算也是世界上公認
的唯一可以代替貨幣進行往來結算的方式。　　但由於黃金是一種稀缺商品，它的供給與需求不能使
這個世界正常地運轉，於是才會產生紙幣，美元、歐元等才會逐漸取代黃金成為國際貨幣儲備。　　
「超主權貨幣」這一提法也並非中國首創。早在20世紀40年代，凱恩斯就曾提出，採用三十種有代表
性的商品做為定值基礎，建立國際貨幣單位“Bancor”。　　1944年7月1日至22日，第二次世界大戰
同盟國四十四個國家的代表，在美國新罕布夏州的布雷頓森林召開了「聯合國貨幣和金融會議」，討

Page 7



《世界的人民幣》

論戰後如何對世界貨幣和金融秩序進行監管。與會代表分成兩派，爭論的焦點放在兩位經濟學家的身
上：英國的談判代表凱恩斯和美國的談判代表懷特。　　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認為，如果一國貿易赤
字過大，就會對全球經濟增長造成損害。他提出以較為激進的方法來管理世界各國通貨，即成立世界
中央銀行和國際清算聯盟，平衡世界貿易盈餘和赤字。凱恩斯建議的國際清算聯盟，實際上就是一個
超越主權的國際銀行，它發行自己的貨幣，該貨幣與世界各國的貨幣保持一個固定的匯率。凱恩斯給
這個貨幣取了“Bancor”這個名字。　　　　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就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強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又大發橫財，在政治、軍事、經濟、技術等方面占盡絕對優勢的美國，推出了代
表美國利益的「懷特方案」，其中對國際經濟金融體系的系統構想之核心內容，就是構築美元在國際
貨幣中的霸主地位。　　因此，做為懷特的談判對手，儘管凱恩斯更天才睿智，提出的“Bancor”構
想更具遠見，但他代表的是沒落中的英國，是「退位盟主」的發言人，因此，他提出的建立超主權儲
備貨幣的構想也不可能被美國接受。1969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支持布雷頓森林體系創立了一種儲
備資產和記帳單位－－特別提款權，但四十年來它始終沒能有效發揮超主權儲備貨幣的作用。　　（
五）特別提款權與超主權貨幣　　周小川在《關於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一文中提出了他對構建
超主權儲備貨幣的設想。他認為，應該創造一種與主權國家脫鉤，並能保持幣值長期穩定的國際儲備
貨幣。而特別提款權具有超主權儲備貨幣的特徵和潛力，同時特別提款權擴大發行，有利於基金組織
克服在經費、發言權和代表權改革方面所面臨的困難。這被國際社會視為中國對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
貨幣體系的強烈不滿，以及對中國利益訴求的表達。　　該文章也引起人們對特別提款權的關注。根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金融計畫和運作處提供的資料說明，特別提款權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於1969年創
設的一種儲備資產和記帳單位，亦稱「紙黃金」，它最初是為了支持布雷頓森林體系而創設，後稱為
「特別提款權」。最初每特別提款權單位被定義為0.888671克純金的價格，也是當時1美元的價值。　
　特別提款權就其本質而言，是由基金組織為彌補國際儲備手段不足而創制的補充性國際儲備工具，
其基本作用在於充當成員國及基金之間的國際支付工具和貨幣定值單位，並未成為實際流通的國際貨
幣。即使特別提款權能夠做為儲備資產，但其在國際儲備資產中只占很小比例，1971年占4.5%，1976
年下降到2.8%，1982年重新增加到4.8%，後來基本上沒有太大變化，而外匯在全部國際儲備中的比重
多年來都高達80%左右。另外特別提款權本身也是以美元為基礎設計出來的記帳單位，美元的占比
為44%，因此，它的作用發揮仍然有很大的局限性。　　特別提款權在1969年創立之後經過了多輪調
整。由1974年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標準籃形式，組合四種不同的幣值計算特別提款權的價值，而
該四種貨幣和計算比例，則由過去五年不同經濟體系的平均出口金額決定。目前，2006年至2010年的
四種貨幣確定為美元、歐元、日圓和英鎊，計算比例分別為44%、34%、11%和11%。　　也就是說，
目前的特別提款權就是由美元、歐元、日圓、英鎊組成的一籃子貨幣。而周小川的文章提議將世界主
要經濟大國貨幣納入貨幣籃子。該建議從實質上說，就是以目前全世界主要經濟大國的信用貨幣做為
基礎，重新構建一個「全球貨幣」，只不過再將其命名為「特別提款權」。　　但進行這樣的改革是
一個全球政治行為。哪些國家的貨幣有資格進入新的特別提款權？GDP可以成為國家貨幣在特別提款
權權重中的一個衡量因素嗎？誰來監督、定量、認可各國GDP的統計？所以周小川也在文中直言，「
這需要各成員國政治上的積極配合」。　　目前已開發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發言權比例
為57.9%，其中僅美國所占比例和投票權就分別高達17.674%和16.732%。相比之下，中國在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中的占比和投票權分別為3.997%和3.807%，印度為2.443%和2.338%。另外，當前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一百八十六個成員中，有三十多個發展中國家未獲得相應的特別提款權占比。開發中國家多次想
改變這種狀況，但這需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85%的投票權同意才能解決，而美國16%的占比實際上形
成了一票否決權。　　中國發出的聲音總算有了回應，應對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的需要，及中國等開
發中國家關於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呼聲，促成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新一次的特別提款權分配。2009年7
月下旬，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日前公布的特別提款權分配草案，已開發國家由於擁有的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占比較高，將會獲得約1500億美元的特別提款權，其中美國426億美元，日本150億美元。新興
經濟體及開發中國家分配1000億美元，其中中國約90億美元，俄羅斯66億美元，印度45億美元。　　
此次分配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進行的規模最大的一次普遍分配，目的是補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有一
百八十六個成員國的外匯存底，以此向全球經濟提供流動性。1982年之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曾兩次
分配特別提款權，總規模約214億份特別提款權，相當於如今的約334億美元，但此後一直未能再度成
功分配。　　美國國會近期已授權政府批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第四次修正案》。如果美方批准
，支持該修正案的投票權可超過85%，修正案即可生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即可在此次普遍分配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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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美元特別提款權之外，一次性特別分配214億份的特別提款權。開發中國家隨著儲備的增加，相應的
發言權也將越來越大。　　除了通過借款注資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還通過發行債券增加融資。2009
年7月1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已正式通過決議，發行1500億美元以特別提款權定價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債券。中國、巴西和俄羅斯等已表示了極大的購買興趣，中國的購買目標將高達500億美元，而巴、俄
兩國的認購金額各為100億美元。這些舉動都表明了新興經濟體為改革國際金融體系所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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