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8　

| 综 合 论 坛 |

黄金储备对人民币国际化的作用研究

■ 刘思彤

（吉林财经大学，吉林 白山，134500） 

一、黄金储备在货币国际化中的重要作用

（一）黄金自身的双重属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金银天然不是货币，

但货币天然是金银”，这一论述说明了黄金的双重

属性，即商品属性和货币属性。自黄金被人们关注

以来，由于其优良的物理特性，人们通常将其开采

后加工成商品进行售卖，后又由于“商品只是货币

的一般等价物”的理论，加之黄金自身的稀缺性和

易于携带和分割等特点，被赋予了货币的概念。虽

然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金本位制逐渐退出

了历史舞台，纸币渐渐成为各国主要的流通货币，

但是黄金并没有从此沉没在经济领域，而是逐渐成

为一种投资产品，且被全球各个国家争相囤积，并

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象征。

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到“黄金作为最

后的卫兵和紧急需要时的储备金，还没有任何其他

更好的东西可以替代它。”因为黄金是唯一一种不

靠国家信誉和经济实力变现的金融资产，可以有效

抵御外界突发事件的冲击，是维持货币价值稳定的

基石。黄金凭借自身的物理化学特点及其稀缺性成

为财富的载体，是现阶段国际信用本位制下最具优

势的国际储备资产。

（二）以美元国际化为例分析黄金在国际货币竞争

中的关键作用

以史为鉴，从历史上其他国家货币国际化的经

验和共性中，抓住关键因素，我们可以找到人民币

国际化的必由之路。首先，以英镑为例，回顾其国

际化的进程，从 1845 年开始，英国通过各种方式大

量囤积黄金，仅仅在五年的时间内，英国就成为黄

金储备大国，其黄金储备量在 55 年的时间内位居

世界第一，总占比高达 98%。高额的黄金储备量使

英镑在国际上保持着霸主地位。英镑的国际化说明

了黄金储备的重要性。

随之而来的是美元国际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后，美国为了巩固美元的国际地位，大量囤积黄金，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又通过贩卖战争物资等

方式，大规模储备黄金资产，届时，美国拥有了近

60% 的全球黄金储备量。1944 年，随着战后布雷顿

森林体系成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结算体系

形成，28.3 克（1 盎司）黄金要用 35 美元进行兑换，

逐渐形成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又与美元挂

钩的“双挂钩”局面。同时，又制定了“可调整的

钉住汇率制度”，要求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只能

在法定汇率上下各 1% 的幅度内波动，这样，美元

就替代了黄金的重要地位，成为世界公认的国际货

币。但是随着美元双挂钩的进展，美国兑换黄金的

压力增大，随即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1976 年，黄

金退出了货币市场。但是，黄金在国际中的地位仍

没有变化，甚至变得更重要。现阶段的货币体系以

信誉为中心，黄金储备转换为一国经济实力及信用

的载体。美国在美元国际化的过程中就极为有效地

运用了黄金储备的重要特性。

二、增加黄金储备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助推作用

（一）有利于提高人民币信誉

1948 年，我国发行了人民币，并宣布人民币独

立于包括黄金在内的各种贵金属。虽然黄金不再具

有货币的职能，不能充当支付载体，但是现代经济

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信用货币的时代，黄金仍然发挥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保障一国的货币信誉，证

实其经济实力。黄金作为一种具有贮藏价值的贵金

属，是少数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资产，与各国的

货币不同，其自身就具有一定的价值，且其价值不

易受外界经济环境的冲击而产生很大的波动，可在

危急时刻作为最后的支付手段，拥有最终的国际清

偿能力。我国若持有较高的黄金储备量，世界其他

国家对人民币的信任度就会随之大幅上升，人民币

的价值将不易受到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黄金对人

民币价值的支撑和保障作用将引来更多国家选择以

人民币计价，甚至将人民币作为本国的外汇储备。

黄金储备攀升将增加人民币的信誉，因此，黄金作

为坚实的基石，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物质基础，

减轻了我国对外汇的依赖，保障了人民币信用的稳

定性。

（二）稳定人民币价值、规避风险

1. 应对国际经济波动

过高的外汇储备，特别是以美元储备为主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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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储备，使我国货币在国际市场中处于较为被动的

状态。由于人们的避险心理，当国际经济发生较大

的波动时，各国对黄金的需求量会加大，因此，较

多的黄金储备可以稳定人民币的价值，对冲掉一部

分风险和不确定性，有较强的避险功能。

2. 稳定国内汇率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不断推进，人民币在国际

中的地位进一步攀升，人民币汇率指数的变动幅度

也将增大。虽然从近期来看，人民币汇率没有较大

的波动，但是如果从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来看，现

在的小幅变动只是一个开始。由于人民币正在走

向国际化，逐步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部分，人民币

的波动将大幅影响其他持有人民币的国家的经济，

甚至全球经济。因此，央行将有责任稳定币值，大

力缩小波动范围。在面对巨大的全球性的危机，例

如，政府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必不可少，与此同时，

黄金储备的保障作用也显露出来，中国庞大的黄金

市场为稳定币值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三）有利于我国资本项目进一步开放

我国资本项目的进一步开放会大幅增加人民

币的跨境结算业务量，从而加速人民币的国际化进

程，汇率的波动是资本项目开放中的一大阻碍，而

黄金储备的增加在稳定汇率上有重要的影响力。在

过去，由于我国对跨境资本流动的限制，在金融危

机期间，我国经济受到的冲击力较小，但是随着管

制的放松和资本、经济市场的对外开放，国际上的

波动将对我国经济造成一定的影响。资本项目开放

使境内外公司资金能够自由出入和投放，对“一带

一路”的建设有着推动作用，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加

速器。我们已经具备了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具备

资本项目开放的基础条件，现阶段，最需要的是稳

定和控制汇率，使资本项目获得坚实的发展基础，

避免由于国际经济冲击带来的不可控风险，在此背

景下，独立浮动汇率制的实现迫在眉睫。只有强大

的经济实力和应对风险的能力才可以稳定自身经济

环境，因此，黄金储备这个“压舱石”的保障作用再

次凸显出来。

三、增持黄金储备的路径

（一）从“创汇”到“创金”

我国主张和平发展的原则，不会以掠夺的手段

来增加自己的资产，因此，获取黄金的渠道有两种，

即在国际市场中购买，或通过国内的开采、加工，

将黄金变为国际认可的储备金形态。但是在国际市

场中，直接买入黄金需要动用较多的外汇储备，而

国际储备结构的大幅变动并不是短期可以实现的，

需要根据汇率和国际经济形势进行精密地分析，从

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再缓慢稳定地进行调整。在这

种情况下，“创金”就成为很好的增加黄金储备量的

途径，我国具有黄金开采和冶炼的能力，并且金矿

资源相对丰富，因此“创金”可以在不影响外汇储

备的基础上，使我国增加黄金储备，同时可以减少

国内资本和劳动力资源的浪费。在此基础上，结合

之前许多学者的提议——“藏金于民”，推动黄金市

场的快速发展，避免央行过度关注造成对黄金增持

的限制，通过大力宣传使人民加大对黄金资产的投

资，间接增加了黄金储备。

（二）通过“一带一路”开放中国黄金市场

“一带一路”是全面对外开放思想的具体落实，

是我国参与全球化的重要方式。鉴于我国已与很多

沿线国家签署了本币结算协议，人民币可以进一步

作为沿线国家投资货币，通过对沿线国家产业资本

的投资带动人民币国际化。又由于我国是黄金进

口大国，但是黄金进口的主要国家为瑞士和英国等

发达国家，与“一带一路”的签约国往来不是特别

密切。因此，加大与“一带一路”国家的黄金市场

往来，可以在增加黄金储备的同时，跳过运用外汇

储备资产的步骤，用人民币进行国际结算，将人民

币不断推向世界各国，这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增强了

人民币的影响力。通过“一带一路”购买黄金，可

以达到增加黄金储备和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双重

作用。

四、结语

人民币在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黄金储备作为

压舱石的保障和支撑作用显得愈发重要。黄金储备

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关系密不可分，若想走出一条有

中国特色的货币国际化道路，黄金储备的增加必不

可少。我们需要从其他国际货币的国际化历史进程

中总结经验，在汇率波动和黄金价格中找到一个平

衡点，大量增持黄金储备，但又不能操之过急。人

民币国际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我国应

该运用合理的方式稳步增加黄金储备量，提高人民

币在国际经济中的信誉，为人民币国际化建设奠定

良好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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