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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货币，含义广袤而又神奇迷人。
纵观几千年人类的发展历程，各种货币的地位一直在起起落落地变化着。
凡尔赛条约的设计者之一乔治·克列孟梭曾经说过，“战争是不能用来开玩笑的”。
其实，人们从来都不敢拿货币开玩笑。
作为经济中任何时候都不能缺席的角色，货币的一举一动都牵引着经济的神经，甚至货币结构中出现
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变化，也会对经济产生深远影响并造成让人难以预料的结果。
　　在人类的经济画卷上，没有哪个细节能够与货币脱离瓜葛。
黄金、白银、英镑、马克、美元、欧元、日元、人民币⋯⋯在世界货币的舞台上，有无数个角色上演
着沉与浮的故事。
在“现代经济学之父”凯恩斯眼中，随着野蛮的痕迹、超主权货币——黄金的演出落下帷幕，英镑打
着“日不落”的旗号称雄世界，人类史上诞生了第一个主权性质的国际储备货币。
　　然而，盛宴总会结束，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与一次经济大萧条，英镑黯淡退场了，美元以势不可当
之势崛起。
直到今天，我们的世界还是美元时代。
美元时代下，为争夺更多的经济话语权，欧元、日元、人民币、美元之间进行着一场又一场的货币战
争。
不过，无论战争怎样残酷，仍走不出美元强势的巨大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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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货币沉浮的背后是经济实力的升降，货币的话语权代表着经济的话语权。
为了争夺货币话语权，获得经济话语权和经济利益，历史上上演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货币战争，从英
镑的“日不落”到美元的“黄金时代”，从欧元崛起到“众币争雄”⋯⋯货币战争仍在继续，货币变
局已经显现。
　　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美元遭遇信用危机，“众币争雄”势必愈演愈烈。
这其中孕育着怎样的挑战和机会，胜负成败又有几何，本书将为您一一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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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远去的“日不落”背影　　非与是之间有一个过程，即可信与可用。
信用是一种力量，它可以自然生长，却不能人为构建。
一直以来，货币都打着坚定不移的信任烙印徜徉在经济学的词典中，并创造着巨大的生产力与耀眼的
财富。
不过，最初，这样的信任，只会在一国的国界内徘徊。
战争、工业革命、金融改革，开始冲破任何民族主义构建的铜墙铁壁，英镑这个海岛发行的主权货币
最终被推上世界货币的舞台。
自此，国家的经济命脉、政治走向开始发生变化，世界的财富开始了非同寻常的流向和分配。
　　然而，战争改变了一切。
为了取得最后的胜利，大把大把的货币在战火中化为灰烬，各国政府已顾不得权衡战争让他们的主权
货币崛起还是衰落了。
当和平的钟声敲响，饱受战争蹂躏的货币有的扬眉吐气，有的奄奄一息⋯⋯　　战争的多米诺骨牌效
应　　“爸爸，什么是钱？
”　　这个问题恰好问中了董贝先生的心思，使他非常发窘。
　　“你问什么是钱，保尔？
钱？
”他回答道。
　　“是呀，什么是钱？
”孩子说道。
他把手放在小椅子的扶手上，对着董贝先生抬起他那老成的小脸。
　　董贝先生觉得很为难。
他当然想给儿子做一番解释，包括流通媒介、通货、货币贬值、纸币、金银块、汇率、市场上贵金属
的价值等术语；但他看看那把小椅子，意识到儿子是如此年幼，他答道，“金子、银子和铜，还有畿
尼、先令、半便士，你知道这些是什么吗？
”　　“当然知道啦”保尔说道，“我指的不是那个，爸爸。
我是说究竟什么是钱⋯⋯我是说，钱有什么用？
”　　——狄更斯《董贝父子》　　钱是什么？
一种经济学上的支付手段和记账单位。
从这个纯粹意义上讲，黄金、白银、石头、贝壳，甚至树叶，都能成为钱与财富的象征符号。
然而，对于整个国家和全球来说，货币的意义是如此广袤无垠和神奇迷人，它就像一座花园，花园的
整体恰恰来自花园的多样性，简单的符号中隐藏着复杂的实体——博弈智慧、政治斗争、经济掠夺⋯
⋯厚重的景观叠化在表象之下，从英镑称霸到美元崛起以及群币争锋，每一次无声或有声的货币变局
背后，却是暗波涌动，大国的实力较量在货币走向中若隐若现。
　　货币的兴衰，彰显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国家兴，货币兴；国家亡
，货币亡”这句话。
如果在货币版图上掌握着话语权，即一个国家发行的货币可以在世界金融体系中一言九鼎，那么这个
国家可以以此为杠杆牢牢控制全球的经济与贸易，并在全球的政治和军事版图中指点江山。
　　“货币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但是，这种打着信任烙印的经济幽灵，却不是哪样实物或者纸币都能在整个世界中畅通无阻。
继黄金这个在人类一千年的货币史中使用范围最广、历史最悠久的非主权货币之后，英镑是第一个贴
着一国标签，却又可以在世界上流通的主权货币。
　　当英镑以势不可当的力量崛起，并在货币争锋中独占鳌头时，英国被改变，世界的格局也被改变
。
　　主权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需要国家繁荣为坚实的后盾，强大到能够在国际事务中拥有一定的
话语权甚至左右某些公共事务的走向；这个国家具有坚不可摧的政府，能够在一国和世界中具备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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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信力和执行力，持币者对政府拥有足够的信心；拥有完善的金融体系，即使发生金融危机时，也
具备良好的应对能力，不至于在金融危机中使得货币体系崩溃。
　　英格兰银行不是世界上第一家银行，英镑不是世界上第一种纸币，但由英格兰银行发行的代表英
国国家权力和购买力的英镑，却成为人类史上第一个具有主权性质的国际储备货币，这源于英镑具备
了货币崛起的天时、地利与人和。
战争、工业革命和金融体制的改革，成为推动英镑崛起的三驾马车。
　　金钱是战争的支柱；同时，战争也是攫取金钱的魔掌。
没有连绵不绝的战争，就不会有金融体系的日趋成熟与进步。
　　1499年，当路易十二询问占领米兰需要什么时，特里武尔齐奥说：“三件东西：钱，钱，钱。
”巴杰特也这样认为：“据说战争是一个敏感的东西，我们猜想这句话的意思是战争喜欢硬币。
按照路易十四的说法，最后一枚畿尼总会获胜。
”　　在战争这个大温室中，对参战国财力的要求非常高，这就迫使参战国不得不绞尽脑汁筹集战款
。
而且，如果能在战争中获胜，就能以战争国的姿态，耀武扬威地要求战争赔款，由此从战争赔款中获
益匪浅。
再者，如果能够把战火烧到参战国的领地，并成功进行控制，那么沦落地再好的金融体系也会毁于一
旦：1585年西班牙军队对安特卫普的包围，导致该城市的金融力量奄奄一息；1792年，法国占领阿姆
斯特丹，也给了这个城市的金融布局致命一击。
　　因而，各个国家在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不仅是证明某个国家是否强大的依据，而且在很大程度上
显示出了国家之间实力对比的变化。
战争可以引发一系列多米诺骨牌效应，改变某个主权货币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
所以，在中世纪甚至17和18世纪，我们更愿意把战争放在影响货币变局的第一位——谁赢得了战争，
谁就赢得了货币，货币也是权力的权利符号。
　　以战争为媒介，英国取代了不可一世的西班牙，荷兰、法国、俄国更是成为英国的手下败将，最
终获得了“日不落帝国”的称号——繁荣富强，在世界各地均有殖民地，并掌握着货币格局中的绝对
优势：“在女王的领土上，太阳永不落下。
”　　到17世纪，战争变得更加频繁，也成为压在每个国家身上的巨石，战争开支、赔款、重建费用
、纠正国际收支逆差等成本，都使得每个国家不得不四处筹集资金，一旦无法依靠正常的收入来应对
战争开支，那么就只能借款打仗了。
　　“光荣革命”之前，英国的国王可以随意向民间及较大的金融寡头借贷。
而这些人只要有钱，就必须借贷给国王；但归还的时间，都是国王说了算，即使事先约定好的利率国
王也可以随意更改。
以至于有人称，在中世纪，导致银行家破产的不是现代商品和股票市场的垮台，而是国王们不能如期
还债。
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银行家的破产不是因为经济危机，而是源于国王赖账了。
借贷的不平等性，大大增加了国王融资的难度，直到“光荣革命”后，英国的金融体系才得以改善。
　　1688年，支持议会的辉格党人与部分托利党人废黜了国王詹姆士二世，詹姆士二世的女婿——时
任荷兰奥兰治执政的威廉被辅佐成为国王，这就是著名的“光荣革命”。
这次革命改变了英国的政权形态，确定了议会高于王权的政治原则，使君主立宪制的发展有了眉目，
君权由神授变为民授，国王之前以税收和贷款方式筹集款项的权力得到削弱，并逐渐向议会转移。
国王的权力得到限制，不能随意“霸占”人民的财产，即使是国王借了钱，也要归还。
　　“光荣革命”后，英国继续卷入无休止的征战中，尤其是与法国的战争更是旷日持久，英国留下
了长长的没有偿付安排的沉重债务的尾巴。
即使经过“光荣革命”后，国王的借贷权力得到削弱，英国王室仍然在民间借贷时碰了一鼻子灰，这
显示信任的建立需要过程。
很多人有钱，却不愿意借给英国王室，他们担心会重蹈国王赖账的覆辙，况且，一旦英国在战争中失
败，国王想要信守之前的信贷承诺都无能为力，他们照样会赔得血本无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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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科斯原理所讲，制度是随供求关系，随经济发展需要的变化而变化的。
供求关系提出了改革金融体制的需要。
英国王室打着战争与皇家血统的幌子，只能筹到很少的资金，保守的英国王室开始接受新事物和新的
金融运作方式。
　　不管曾经他们对荷兰的阿姆斯特丹银行多么不屑，甚至英国与荷兰有过三次交战，迫使荷兰接受
了1661年和1666年颁布的《航海法》，其中蛮横地规定，输入英国及其属国的货物，只能使用英国的
船只或输出国的船只。
被英国人贬为“一个由海军保护的账房”的荷兰逐渐从海上领袖的位置上退下来。
不过，行动迟缓的英国，最终还是模仿荷兰建立起英格兰银行，目的是协助销售战争期间的国债，通
过贷出新发行的银行券获利，为英国应对战争筹集资金。
　　据称，伦敦的1000多位商人以股份制的形式，贷给国王一笔利息为8％的资金，这就是英格兰银行
的雏形。
英格兰银行的建立，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由此为原点，气势磅礴、跌宕起伏的货币战争由此拉开帷幕
。
以至于很多书写货币战争的书都以这样的方式开始，“自1694年英格兰银行成立以来，几乎每一场世
界的重大变故背后，都能看到国际金融资本势力的身影。
”　　英格兰银行成立后，就为政府筹集到120万英镑，英国军费紧张的情况得到了缓解，由此英格兰
银行也免去了每年缴纳10万英镑的义务。
同时，为了避免英国王室滥用银行提供的资金，提高银行的信用，英格兰银行也制订了非常严格的制
度规定。
　　1811年，就曾发生过这样的故事：英国财政部拿着议会批准的100万英镑军费的批文，去英格兰银
行提取现金，由于国王正在拉肚子，没有办法盖印，审计长格伦威尔发现批文上少了国王的印章，不
管前线打仗多需要这笔钱，都义正词严地拒绝支付这笔军费。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货币变局>>

编辑推荐

　　世界经济何时真正复苏？
全球货币格局将如何变换？
超主权货币时代还有多远？
人民币能否成为国际货币？
拨开货币战争的硝烟，问卜世界货币体系的命运起伏。
　　人类的经济发展史绕不开全球货币格局变化的历史。
谁取得货币的霸主地位，谁就掌握了打开世界财富之门的钥匙。
黄金、英镑、美元、马克、日元⋯⋯借由战争、经济的繁荣和危机等媒介争夺霸主地位，好戏连台。
　　2008年至今，金融危机放慢了整个世界的经济进程，国际货币体系遭遇了巨大冲击。
中国经济率先复苏，越来越多的国际资本汇聚中国。
世界对中国拭目以待。
　　怎样创造崭新的经济格局？
谁是货币世界的新霸主？
未来究竟如何？
　　看懂货币变局，看懂全球经济，探寻全球货币的新趋势，眺望世界金融格局的大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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