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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货币联盟中的固定汇率与单一货币
郭 敏

欧洲货币联盟建设的最终完成以在欧共体内实

现不可改变的固定汇率
,

进而以单一货币取代固定

汇率为标志
。

那么
,

具备不可改变的固定汇率与具

备单一货币的货币联盟在宏微观效益上有何差异

实现不可改变的固定汇率和单一货币的困难何在

本文试作分析
。

欧洲货币联盟蓝图分析

年代中期以来
,

欧共体一体化建 设 进 程 加

快
,

随着内部统一市场计划的实施
,

年 月欧

共体理事会汉诺威会议决定开始推行经济与货币联

盟计划
。

年 月
,

根据汉诺威会议决定成立的

专门委员会 由欧共体委员会主席雅克
·

德洛尔 主

持
,

另外包括 个成员国的中央银行总裁和 名独

立专家 提出了
“

关于欧洲共同体经济 与 货 币 联

盟
”

的报告
,

即
“

德洛尔报告
” 。

至此
,

在欧洲货

币体系的基础上
,

欧共体货币一体化的建设厌叱欠启

动
。 “

德洛尔报告
”

中对货币联盟的特征或者货币联

盟构成要素的描述有以下几个层次

第一
、 “

货币联盟有三个必要条件 保证货币

完全和不可取消的自由兑换 完全自由的资本交易

以及银行与其它金融市场的充分一体化 , 取消汇率

波动的范围
,

实现不可改变的固定汇率平价
。 ”

①

第二
、 “

虽然单一货币并非创建一个货币联盟

所严格必需
,

但出于经济
、

心理和政治的原因
,

单

一货币可看成是货币联盟的一个自然和理想的进一

步发展
。 ”

②

第三
、 “

一旦采取了永久的固定汇率
,

就将需

要有一共同的货币政策
,

并且经由新的运行程序来

实施它
。 ” “

从各国货币政策向单一货币政策的转

换
,

是货币联盟的必然结果
,

并构成一项重要的组

织机构变革
。 ”

③
“

考虑到共同体的政治结构和使

现有的各中央银行成为新体系组成部分的好处
,

共

同体内部和对外的货币政策应当采取一种联邦制的

形态
,

它可以称之为
‘

欧洲中央银行体系
’ 。 ”

④

在第一个层次中
, “

德洛尔报告
”

强调了货币

联盟的两个基本要素 伴随高度金融一体化的资本

完全自由流动
,

以及不可改变的固定汇率
。

金融和

资本市场一体化以及不可改变的固定汇率意味着
,

共同体内只能存在由一个中心机构实施的统一的货

币政策 , 或者
,

为了实现金融
、

资本市场一体化和

不可改变的固定汇率
,

共同体内部必须逐渐加强货

币政策协调
,

最后由一个中心机构实施统一货币政

策
。

所以第一个层次和第三个层次的关 系 是 互 动

的
,

互相促进
,

互为条件
,

互为因果
。

第一个层次

包含的金融
、

资本市场一体化和不可改变的固定汇

率与第三个层次包含的一个中央银行和统一货币政

策等要素的有机结合就实现了一个货币联盟
。

我们

将其称为具备不可改变的固定汇率的货币联盟
。

在第二个层次中
, “

德洛尔报告
”

强调了以单

一货币取代不可改变的固定汇率的目标
。

从第二个

层次我们可以看出
,

实现一个货币联盟
,

并非一定

要由单一货币来取代不可改变的固定汇率
,

只是出

于某种原因
,

单一货币被看作实现不可改变的固定

汇率之后自然和理想的发展
,

显然
,

单一货币是货

币联盟的高层次目标
。

同样
,

单一货币意味着只能

有由一个中心机构实施的统一的货币政策 , 或者
,

为了逐步实现单一货币
,

共同体内部也必须逐渐加

强货币政策协调
,

以至最后由一个中心机构实施统

一的货币政策
。

所以
,

第二个层次与第三个层次的

关系也是互动的
,

第二个层次和第三个层次所包含

要素的有机结合
,

也就实现了一个货币联盟
。

我们

将其称为具备单一货币的货币联盟
。

那么为什么实现一个货币联盟并非一定要产生

单一货币
,

又是什么原因使得单一货币被看成是一

个货币联盟自然和理想的发展
,

由此
, “

德洛尔报

告
”

选择的是实现具有单一货币特征的 货 币 联 盟

呢

实现不可改变的固定汇率或者实现单一货币都



可达成一个稳定统一的货币区
,

其稳定 统 一 体 现

在 。

第一
,

均无汇率变动的可能性
。

第二
,

均无名义利率差异的存在
。

在生产要素

完全自由流动特别是资本完全自由流动的情况下
,

单一货币区内自然不会存在名义利率差异
。

而在固

定汇率货币区内由于资本完全自由流动和导致利率

差异汇率波动的消除
,

名义汇率亦趋同
。

第三
,

均需要单一机构制定和实施统一的货币

政策
。

单一货币自然意味着单一货币政策
。

在固定

汇率货币区内
,

汇率以至利率的 日益稳定直到最后

的不可改变
“

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
、

家庭
、

工会和其它经济因素对固定汇率不可逆转的信任程

度
。

因此一致的货币管理和非货币政策上有效协调

的确信证据
,

将是至关重要的
。 ”

⑥

第四 ,

虽然在不可改变的固定汇率货币区内仍

存在各成员国的货币
,

但由于以上三个 因 素 的 存

在
,

则各成员国货币成为完全替代物
,

具有不同票

面样式和不同单位的各成员国货币成为某种单一货

币在各国的不同形象
。

然而
,

尽管如此
,

实现具备不可改变的固定汇

率的货币联盟与实现具备单一货币的货币联盟在宏

微观效益上有着较大的差异
,

二者的差异体现在

第一
,

单一货币将明确地显示货币联盟的不可

逆转性
,

可以期望实现一个巩固可靠的货币联盟
。

这一点对于货币联盟建设的最终完成具 有 重 要 意

义
。

第二
,

单一货币将消除欧共体内不同货币的转

换成本
,

这主要包括兑换手续费
、

管理费和货币兑

换所花费的时间等
。

据估计
,

只此一项将获得相当

于欧共体范围内国内生产总值 肠的经济效益
。

第三
,

单一货币将使欧共体内商品劳务价格的

透明度提高
,

显示单一市场的真实性和可信性
,

并

促进竟争
,

提高效率
。

第四
,

单一货币将导致产生一个纯粹的真实的

欧共体一体化金融市场
。

虽然在不可改变的固定汇

率货币区内巳存在资本和金融劳务的 自 由流 动
,

但这只是相互敞开的而又相对独立的以各成员国货

币计值的金融市场的共存
,

而以一种货币计值的欧

共体金融市场将产生在规模
、

深度和效 率 上 的 收

益
。

第五
,

单一货币将加强欧共体的内部凝聚力
,

提高欧共体的国际地位
,

代表欧共体参与世界多极

体制
,

对世界经济和政治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
起平衡作用

。 ’

上述具有不可改变的固定汇率的货币联盟与具

有单一货币的货币联盟的共性与差异就是
“

单一货

币并非创建一个货币联盟所严格 必 需
” ,

但 它 是
“

货币联盟的一个自然的和理想的进一步发展
”

的

原因所在
。

“

德洛尔报告
”

既勾勒了货币联盟最终阶段的

蓝图
,

也拟定了实现具备单一货币的货币联盟的战

略步骤
。

与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衔接
, 。年 月

日货币联盟的建设进人第一阶段
,

该阶段内要达到

的目标是 资本完全自由流动 , 加强货币政策和汇

率协调
,

尽可能减少中心汇率的调整次数 , 所有成

员国都加入欧洲货币体系汇率机制的窄幅波动 , 扩

大欧洲货币单位的使用
。

第二阶段 年 月欧

共体罗马首脑会议决定从 年 月 日起进入第

二阶段 所要完成的任务是筹建欧洲中央 银 行 体

系 尽可能缩小汇率机制的窄幅波动幅度
,

以趋近

固定汇率
。

第三阶段 年 月欧共体马斯特里

赫特会议决定在 年或最迟不过 年进入该阶

段 则要由欧洲中央银行体系制定和实施单一货币

政策 , 实现不可改变的固定汇率以至最终发行单一

货币
。

从理论上看
,

以上的战略安排是合乎逻辑的
。

一方面
,

实现单一货币标志着货币联盟建设的最终

完成
,

但单一货币不可能一裁而就
,

不可能建立在

空中楼阁之上
,

它必须以货币政策的协调加强
、

汇

率的稳定为坚实基础 另一方面
,

固定汇率不可改

变的可信度是受着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冲击的
,

难以

断定不可改变的固定汇率不会由于某种非预期因素

的影响和冲击而转变为浮动汇率
。

因此
,

在汇率达

到相当的稳定程度后
,

适时地以单一货币取代固定

汇率是为了保证固定汇率的不可逆转性
,

维持和巩

固货币联盟建设已取得的成绩
。

所以从货币联盟的

建设进程看
,

实现具备不可改变的固定汇率的货币

联盟和具备单一货币的货币联盟与欧洲货币联盟建

设不可绝然分离
,

它们是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
。

目前欧洲货币联盟的建设正处于第一阶段
,

加

强货币政策协调
,

促进成员国的经济聚合
,

以期实

现不可改变的固定汇率
,

以及为实现单一货币达成

共识
,

并作出法律
、

制度
、

机构和运行机制的安排

等等都在进行之中
。

但无论在哪一方面
,

欧共体要

完成的都是十分艰巨的任务
,

以至难以预测货币联



盟最终完成的程度和时间
。

实现不可改变的固定汇率的困难

欧洲货币体系 年运行的成绩是世人共睹的
,

它为欧洲货币联盟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

但随着统一

大市场 计 划 的 实施
,

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
,

欧共体一体化的扩大和加深
,

强化欧洲货币体系
,

提高汇率的稳定性 日益面临着诸多困难
。

这里我仅

就货币联盟建设第一阶段要实现的诸种目标之间的

关系
,

分析实现不可改变的固定汇率的困难
。

总的看来
,

第一阶段要实现的目标 是 一 方

面
,

欧共体内完全资本自由流动
,

所有成员国货币

加入汇率机制的窄幅波动
,

同时加强货币政策和非

货币政策协调
,

促进成员国经济聚合
,

尽可能减少

中心汇率调整次数
, 以趋近不可改变的固定汇率

。

以上两方面的目标中
,

第一方面的目标可望于

第一阶段期末在一定程度上实现
。

在资本自由流动

方面
,

除爱尔兰
、

希腊
、

西班牙和葡萄牙将从

年开始实行资本自由流动之外
,

其余成员国巳在

年 月 日前实现了这一 目标
。

至于所有成员国

货币纳入汇率机制的窄幅波动方面
,

西班牙比塞塔

和英磅已分别于 年和 。年加入汇单机制
,

汇

率波幅为 肠
。

年 月意大利里拉的汇率波幅

巳从 帕降至 帕
。

所以
,

余下的问题就是希腊

德拉克马和葡萄牙埃斯库多加入汇率机制和有关货

币缩小波幅至 务
。

希
、

葡两国分别于 年和 年加入欧洲货

币体系
,

但由于其经济与欧共体整体经济水平的离

异度很大
,

尚未加入汇率机制
。

希
、

葡两国要在短

短的两年之内与欧共体其余成员国达成相当的经济

聚合是难以做到的
。

但从以下因素考虑
,

其有可能

在第一阶段期末加入汇率机制
。

不过
,

作为过渡
,

很可能是 肠的宽幅波动
。

第一
,

年招月欧共

体马斯特里赫特首脑会议签署了
‘

欧共体政治和经

济与货币联盟条约
” ,

最迟在 。年发行 单 一 货

币
,

这会增强希葡两国抓准时机加入汇率机制以免

误车的决心 , 第二
,

英国在 。年 月其通货膨胀

为 肠高于欧共体平均水平 肠的情况下 宣 布

英磅加入汇率机制
,

其后证明英国此举对其通货膨

胀率的下降 ” 年 月为 呱 和有关经济 指标

的改善是有相当影响的
。

所以
,

尽管加入后会丧失

汇率政策工具
,

但从可能获得的利益考虑
,

希
、

蔺

两国加入汇率机制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

另外
,

比塞塔和英磅缩小汇率波幅至 帕的

主要障碍已不在经济聚合方面
,

聂近几年来两国的

货币稳定指标巳有相当改善
。

西班牙有较大可能将

其货币汇率波幅降至共同遵守的限制内
。

而英国如

果能再增强其与欧共体货币一体化的合作态度
,

也

将可能较快采取限幅行动
。

·

第二阶段要实现的第二方面的目标是该阶段的

中心任务
,

它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
,

即 年代欧洲货

币体系汇率稳定程度要相对于 年代有所提高
。

就

目前欧共体整体经济状况和在汇率运行机制原来所

包括的国家范围内
,

要实现这一目标就有一定的难

度
,

而且
,

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希
、

葡的加人还会给

汇串的稳定带来新的困难
。

首先
,

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的矛盾
。

不可

否认
,

年代欧洲货币体系汇率机制运行的较好状

况
,

部分得益于一些成员国特别是法国和意大利有

效的资本控制
,

抑制了货币投机
,

促进 了 汇 率 稳

定
。

但随着 年代各成员国实行完全的资本自由流

动
,

影响汇率稳定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了
。

根据孟

代尔的最适度货币区理论
,

从长期看
,

资本自由流

动会促进汇率的稳定
,

特别是在货币区内各国经济

聚合度较高的情况下
,

这种效果就更明 显
。

但 目

前
,

欧共体内各成员国的经济还有相当的离异度
,

所以在短期内
,

资本自由流动条件下产生的货币投

机会带来更大的波动
。

若欧共体内各成员国间由于

经济增长不平衡和政策未达到一定协调
,

出现通货

膨胀的差异
,

货币汇率波动增大的高通货膨胀国家

承受着货币贬值的压力
,

若这时各成员国政策仍未

达成协调
,

外汇市场干顶也未能奏效的话
,

人们就

会预期中心汇率的调整
,

导致短期资本从预期贬值

的国家流向预期升值的国家
,

这种货币投机会加剧

汇率的波动
,

中心汇率调整的频率和幅 度 也 会 增

加
。

其次
,

所有成员国货币纳入汇率机制与汇率稳

定的矛盾
。

实质上这是经济聚合与政策协调间关系

的处理
,

以至能否达成一个固定汇率货 币区 的 问

题
。

从理论和历史实践看
,

一个固定汇率货币区的

产生有两种情况
,

其一是以政治经济实力为基础
,

产生一个货币权威中心
,

实行盯住制
,

布雷顿森林

体系就是如此
。

目前在欧共体内
, 德国及其马克在

某种程度上具有这种中心作用
,

但从政 抬 角度 考

虑
,

欧洲的固定汇率货币区最终不会采取盯住马克

公



的形式
。

其二是由于经济内在因素的运行自动导致

一个固定汇率的货币区
,

金本位制下的固定汇率就

是如此
。

当然
,

现有条件下欧洲固定汇率货币区的

建立与金本位制固定汇率的产生有很大的区别
,

但

是
,

欧洲货币体系一直是从经济内在因素的运行出

发
,

加强政策协调
,

促进经济聚合以求 汇 率 固 定

的
。

所以
,

当所有成员国货币都纳入汇率机制后
,

经济聚合度提高与否
,

政策协调难度增加与否
,

就

与汇率稳定能否提高有直接的关系
。

在欧共体内
,

使欧共体经济离异度增加的主要

是 个国家 意大利
、

西班牙
、

希腊和葡萄牙
。

年以上 个国家的通货 膨 胀 率 分 别 为
,

肠
、

务
、 。肠和 肠

。

公债各占其国内生 产 总

值的比率为 帕
、

肠
、

肠和 肠
,

对外收支各占其 国 内生 产 总值比率为一 肠
,

一 肠
,

一 。肠和一 肠
。

⑥以上各国有关货币

稳定的指标除西班牙的公共财政状况较好之外
,

其

余都属欧共体最差之列
。

为求汇率稳定
,

经济离异

度越大
,

就越需要加强政策协调
,

但同时
,

经济离

异度越大
,

政策协调难度就越大
,

汇率稳定的可信

度就越差
。

所以
,

当所有成员国货币都加入汇率机

制后
,

汇率稳定性的提高就更加困难了
。

欧洲货币

体系面临的这一困难不是暂时的
,

因为
,

经济发展

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绝对规律
,

即使汇率

在某一时期达到了相当的稳定程度
,

这汤规律也会

使欧共体各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增大
,

又产生

种种导致汇率波动的因素
。

所以
,

在某种程度上可

以认为欧共体难以实现特别是在长期内难以维持一

个不可改变的固定汇率的货币区
。

英国对单一货币的态度

年《欧洲货币 》刊载的内部市场计划专题

报告在论及货币联盟时谈到了单一货币 的 产 生
,

“

一种选择是使欧共体内现有的货币成为新的欧共

体货币
,

马克和英磅是潜在的候选者
,

但由于政治

上的原因
,

这一设想在实践上不可能实现
。

另一种

选择是以一种新货币来代替现存所有货币
。

但是新

货币怎样产生
,

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
,

它是货

币联盟成功与否的关键
。 ’

⑦显然
,

由于政治和经

济的原因
,

不能以某成员国的货币作为欧共体的单

一货币
,

那么单一货币到底从何而生呢
‘

德洛尔

很告
”

认为
‘

欧洲货市单位具有发展成为一种单一

货币的潜力
,

这意味着欧洲货币单位将从一个货币

篮子转变为一种真正的货币
。 ”

⑧一种能够被人们

接受的新的货币的诞生
,

其法律和习惯的初始推动

力都是不可缺少的
。

从
‘

德洛尔报告
”

的策划看
,

欧洲货币单位转变为单一货币的质变将伴以一定的

法律程序
,

而这之前为质变做准备的量变过程也是

人们逐渐习惯接受新货币的过程
。

因此
,

自 年

欧洲货币单位诞生以来
,

其在官方和私人领域的运

用为欧共体单一货币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

这也正是

欧洲货币单位能够发展成为欧共体单一货币的潜力

所在
。

但是
,

欧洲货币单位向单一货币的实际转变过

程却面临着诸多障碍
。

从所需条件看
,

实现单一货

币比强化欧洲货币体系要困难得多
。

因为实现不可

改变的固定汇率的机会成本是各国丧失了货币政策

自主权
,

而实现单一货币则使各成员国丧失了包括

货币政策和相关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控 制 的 主 动

权
。

因此
,

实现单一货币必须以各成员国更多主权

让渡和相当程度的政治一体化为条件
。

正 因 为 如

此
,

是否需要引进单一货币
,

以什么途径实现单一

货币
,

成为一个争论激烈的问题
。

其中最引人注目

的是英国的立场和态度
。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

英国与欧共体的关系

一直是若即若离
。

英国直到 年才加入欧共体
,

直到 。年 月英磅才加入欧洲货币体系的汇率机

制
。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任时同意统一大市场

计划
,

因为这符合其市场竞争的思想
,

但坚决反对

实现单一货币和其它有关建立欧洲统一的经济和政

怡的主张
,

认为谁赞成谁就是出卖主权
。

年 月
“

德洛尔报告
’

出台后
,

月英国

财政部就提出了与其相左的实现货币联盟的
“

渐进

战略
,

其主要内容是 随统一市场的逐步建成而

产生的资本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

人们在欧共体较大

范围内追求商品劳务的不确定性会更加使各成员国

将反通货膨胀作为首要政策目标
。

随之汇率稳定的
‘

不确定性下降
。

在该目的到达后
,

就可 实施 走向

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具体措施
,

如取消对自由使用各

成员国货币的限制
,

促使各成员国货币相互竞争
,

这样
“

会促进物价和汇率稳定
,

中心汇率调整次数

减少
,

汇率机制内各货币的波幅缩小
,

欧洲货币体

系逐渐演变为完全的固定汇率体系
。

这样
,

作为一

个自然和渐进的过程
,

一个实际上的货币联盟就会

诞生
。 ’

该战略提出后
,

响应者甚少
,

多数 人 对



‘

货币竟争
”

是否会导致一个稳定的和期望的欧共

体货币秩序表示怀疑
,

认为
‘

货币竞争
,

实际上是

增加而不是降低了汇率稳定的不确定性
。

批评者还

认为
, ‘

货币竞争
”

会增强目前欧洲货币体系中已

存在的不对称性
,

最终导致某成员国货币的中心权

威
,

其经济运行的基本状况成为欧共体经济运行的

标准
。

而相比较
, 。

德洛尔报告
”

赋于各成员国的

权力和义务较为平衡和对称
,

更具可接受性
。

年 月
,

英国当时的财政大臣梅杰又提出
‘

硬欧洲货币单位
,

建议作为渐进战略的修正和补

充
。

该建议再次强调了在自然和渐进的过程中提高

成员国经济的聚合度
,

在未达到相当聚合程度之前

不可以单一货币取代各成员国货币
。

但作为灵活又

具促成转变的选橄 他提出了发行
‘

硬欧洲货币单

位
”

的设想 第一步
,

成立欧洲货币基金
,

该基金

根据货币需求发行欧洲货币单位以换取各成员国货

币
,

此时的欧洲货 单位仍为货币篮子
,

第二步
,

欧

洲货币单位脱离货币篮子转变为硬通货与各成员国

货币同时流通
,

并且它永远不会相对于成员国货币

贬值
。

此时欧洲货币单位成为欧共体的共同货币
,

从

长期看
,

其有可能转变为单一货币
。

虽然 硬欧洲

货币单位
”

建议相对于
“

渐进战略 前进了一步
,

但该建议实质上是主张实施早在 年 位经济学

家的
“

万圣节宣言
’

中就提出过的
‘

平 行 货 币 战

略
” 。

出于货币稳定和技术管理的需要
, ‘

德洛尔

报告
”

否定了
‘

平行货币
’ , “

首先
,

建立一种与

经济活动没有明确联系的额外货币
,

有可能危及价

格稳定
。

其次
,

增加一种新货币将以其独立货币含

义而使已经十分困难的各国货币政策的协调努力进

一步复杂化
。 ”

多数成员国也对此表示 赞 同
。

所

以 , “

硬欧洲货币单位
’

建议除了在欧共体或某些

成员国内部找到用武之地外
,

最终未能被采用
。

英国首先是反对弓进单一货币
,

主张成员国货

币间自由地相互竞争
,

直至最佳最强的货币取代其

它货币为止
。

其后英国又提出
“

平行货币战略
’ ,

这都反映了英国的基本态度
,

即不愿让渡控制经济

的主动权
。

英国的非欧洲政策使其在欧共体中处境

孤立
,

也引起了英国朝野之间和保守党 内 部 的 纷

争
,

为此
,

撒切尔夫人于 。年 月辞职
。

目前英国保守党内部对这一问题有以撒切尔夫

人为首的非欧洲派
,

认为赞成单一货币就是出卖主

权
、

有以前首相希思为首的欧洲派
,

认为不与货币

联盟建设同步前进就是背离潮流
。

现任首相梅杰较

撒切尔夫人带有较多的欧洲色彩
,

但他在处理欧洲

政策问题时不得不在英国各政党之间
、

保 守 党 内

部
、

政府与民众之间以及英国与欧洲大陆之间选择

一种平衡
。

梅杰开始执政时正是关于欧洲政怡和经

济与货币联盟条约谈判的政府间会议开始的前夕
,

从那时到现在的一年时间
,

梅杰在各种场合的讲话

表现出 坚持了撒切尔夫人欧洲政策的基本原则
,

但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态度和灵活的方式
。

其欧洲政

策的主要观点是 第一
,

表示重视欧洲建设
,

认为

帮助建立和形成紧密联系的欧洲对英国是有益的 ,

第二
,

强调英国要在欧共体中占据中心地位 在 引

年 月 日马斯特里赫特会议召开前夕
,

梅杰在英

国下院辩论并始的讲话中认为英国在处理欧洲政策

问题上有三种选择 我们可以退出
,

而且无疑我

们能够生存下去 , 但是
,

我们的影响力和富足程度

将受到削弱
。

或者是
,

我们勉强留在其中
,

这样的话

别的国家将处于领导地位
。

或者
,

我们在其中发挥

领导作用
,

那才是正确的政策
。

这并不是说要接受

标着欧洲标签的所有建议
。

它实际上意味着
,

尽

建设一种我们所信仰的那种欧洲
。 ,

⑧第三
,

反对

迫使其走向经济与货币联盟
,

可以设立一种共同货

币
,

但反对将单一货币强加于人
,

认为必须当欧共

体内各国经济达到相当趋同时
,

才能考虑单一货币

的实施
。

英国的立场使一年的政府间谈判困难重重
。

为

了不至因英国的反对而使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条约

的签订搁浅
,

又考虑到英国的愿望
,

条约的起草国

荷兰在条约草案中增加了例外条款
,

即在决定货币

融合时不愿投赞成票的成员国不得强迫其实现单一

货币
。

但这一条款遭到了多数国家的反对
。

最后
,

在马斯特里赫特会议上
,

只有英国和丹麦被准许获

得了这一例外条款
,

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条约在英

国持保留态度下签订
。

这样的结果是颇具意味的
,

仿佛是历史的又一次重演
。

英国到底是康家还是败

者
,

英国此举对欧共体货币一体化发展有何影响
,

都将由历史的发展来证明和检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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