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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本书，其内容涵盖广泛，

从忽必烈到毛泽东，到唐纳德·特

朗普均有涉及，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喜

欢它呢？

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的新书《获利的货币：人民

币的崛起》（Gaining Currency: The 
Rise of the Renminbi）就是这样一部

内容丰富的著作。在该书中，作者选

择了当前人们所热衷的有关中国的话

题，讲述了人民币是如何上升至全球

领先地位，以及随着中国不断发展

成为完全融入全球体系的市场经济

国家，该国在未来将面临怎样的挑

战。

迄今为止，中国为了使人民币成

为世界货币，已经打造出一条令人瞩

目的独特道路。普拉萨德清晰地描

述了中国避开资本项目自由化这一常

规性路径，在其资本控制措施中留了

一些分散但在控制范围之内的出路，

允许货币流入和流出。最近人民币加

入 IMF 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国

努力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

新的国际金融合作机构并通过跨境

金融支持扩大政治和经济利益，这

些都再次体现了其独特的发展路径。

最后，普拉萨德描述了中国试图实施

自由市场经济体系并同时保留“既无

公开政治体系也无独立司法的一党

统治制度”这一空前的创举，在更广

泛的层面上触及了中国例外论。

普拉萨德全面地引领我们去了

解中国在全球体系中不断上升、到达

与其经济规模相衬地位的过程中所

遇到的各种迂回曲折的经历。他描述

了中国领导层在从长远考虑、智慧地

利用各种机会促进中国国家利益的

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功以及一些失误。

这本书小心翼翼地绕过有关改革的

各种纷繁复杂的理论说法，直接触

及实际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不是仅仅

停留在书本上的东西。

本书一个特别的亮点是，普拉

萨德耐心地引导读者了解有关储备货

币意义的各种观点，什么是人民币国

际化，以及这些概念与资本账户开放

有着怎样的关联。也许，这符合我

本人作为一个书呆子型经济学家的偏

好，不过在普拉萨德描述这一路径轨

迹的时候，我觉得如果能够采用更多

的图表来阐明文字叙述，那就更加

理想了。

这本书最具吸引力和启迪性的

部分，是在作者试图从云遮雾绕的

纷杂事实中梳理出主要思路并反映

各种不同政策选择背后的政策动机。

绑定美元或者解除与美元绑定的政

策是如何作出的？为什么加入特别提

款权货币篮子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非

常重要的里程碑事件？经济、司法和

政治改革的可能前景如何？普拉萨德

着重指出了中国政界精英所面临的冲

突和两难选择，他们一方面想要获得

市场经济所固有的选择自由，另一方

面又表现出极大的风险规避，这一次

又一次地使他们重拾中央计划的思维

模式并维护政府对结果的控制（尤其

是在增长出现低迷的情况下）。作者

还分析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所采取各种

举措的反应的本质意义，藉此来提

供相关背景，尤其是与美国在美元兑

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这一复杂关系上。

作为局外人，我们
永远无法得知事情
的真相。

我对本书有一点小小的不同意

见，就是该书在呈现上述有关国内

政治动机的幕后观点方面稍微有一

些过于确定了。事实上有些异议和争

论总是隐藏在表象之下。在管理层内

部存在活跃的理念竞争，而内部联

盟的格局也在持续发生转变。所有

上述因素使得诊断、分析、解释以及

外推支撑政策选择的政治动机尤为

困难。任何有关驱动上述幕后运筹

帷幄的真正力量的揣度均应谦逊地

承认这一点，即作为局外人，我们永

远无法得知事情的真相。

中国有一句格言，“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这无疑也是适用于这本

书的。普拉萨德没有任何政治意识

形态或国家利益的约束，他能够引导

读者了解与人民币相关的复杂地缘政

治和经济挑战，而且他的叙述不仅

内容丰富，而且文笔优美，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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