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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2009年3月27日，周五，华盛顿特区天气晴好，但是全球经济却被阴霾笼罩。
在短短7个月间，美国股市暴跌40%，美国约有410万民众失去工作。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总产量首次急剧减少。
　　尽管政府对花旗集团进行了三次救助，该集团的股价仍然低于每股3美元，与其高峰时期相比，
大约下跌了95%；美国银行也接受了两次政府救助，但是其股票价值仍然损失了85%。
据新闻报道，政府出资1 800亿美元（纳税人的钱）救助了美国国际集团，该集团却拿出1.65亿美元作
为部门主管与交易员的奖金，而正是这个受奖部门差点导致整个公司于2009年9月破产，公众对此愤怒
不已。
奥巴马政府提出的关于遏制亏损的建议，在2月受到了猛烈抨击，现在新闻界以及市场对此仍然反应
冷淡。
著名的经济学家要求政府接管大型银行并对其进行重组。
华尔街的生活方式受到了威胁。
　　3月27日，周五，13位银行家&mdash;全美13家最大的金融机构的首席执行官 &mdash;聚集在白宫
，与巴拉克&middot;奥巴马总统会晤。
①总统敦促这13位银行家&ldquo;互帮互助&rdquo;。
在稍后与媒体会面时，他们步调一致，口径统一。
白宫新闻秘书罗伯特&middot;吉布斯概括了总统的主要意思：&ldquo;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有所贡献。
我们在同一条船上。
&rdquo;花旗集团的首席执行官潘维迪附和道：&ldquo;我感觉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
&rdquo;富国银行的首席执行官约翰&middot;斯顿夫重复道：&ldquo;基本的意思就是，我们在同一条
船上。
&rdquo; &ldquo;我们在同一条船上&rdquo;，这是什么意思？
很明显，这13位银行家需要政府的帮助。
如果政府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干预（用纳税人的钱直接投资银行，政府担保多个市场，美联储提供大量
紧急贷款以及超低利率），这些大型银行恐怕会像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美林、华盛顿互惠以及美联
那样，不是倒闭就是被收购。
但是，政府为什么需要这些银行家呢？
 任何现代的经济制度都需要金融体系，金融体系不仅负责处理款项，还负责将储蓄转变为投资。
然而，正如小布什以及克林顿政府一样，奥巴马政府认定联邦政府也需要这个金融体系&mdash;由13
位银行家（他们正是3月到白宫会晤的那些银行家）主导的金融体系。
这些大型银行运用庞大的资产负债表，积极投注全新的金融市场，将复杂的衍生产品与特殊的抵押贷
款融合在一起，最终毒害了全球经济。
在此过程中，这些银行发展得过于庞大，如果它们倒闭，将会威胁到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这种威
胁的存在使得这些银行有恃无恐，成为了它们与政府谈判的筹码。
虽然这些大型银行造成了金融危机，带来了经济衰退，但是巴拉克&middot;奥巴马以及他的顾问们却
认定这些大型银行是全美经济繁荣的支柱所在。
因此，他们誓死维护华尔街，丝毫不顾全美人民的愤怒&mdash;在3月27日的会议上，奥巴马称之
为&ldquo;干草叉&rdquo;。
　　值得肯定的是，奥巴马试图利用华尔街遭受危机这个机会，胁迫银行家作出让步&mdash;他尤其
希望银行能够削减奖金，平息民愤，并且希望银行能够支持政府对金融体系监管制度的改革。
但是随着春夏的慢慢过去，事实变得越来越明显，那就是华尔街银行家根本无心与奥巴马合作。
以摩根大通和高盛为首的超级银行提交了赢利记录（以及相应的奖金总额），这是该行业的重型武器
，用来对抗政府提出的相对温和的改革，这些改革措施旨在保护粗心的消费者，以免他们在风险抵押
贷款、信用卡以及银行账户上损失过多。
9月，奥巴马在纽约联邦大厅发表主要演讲，号召华尔街支持重大的改革，但是大型银行的首席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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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一个都没有出现。
如果想要华尔街转变，奥巴马必须使用政治力量。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金融体系差点儿崩溃，政府对其进行了紧急救助，为什么政府面对华尔街仍然没有优势呢？
 到2009年3月，华尔街银行早已不仅仅是一个利益集团。
在过去30年间，它们早已发展成为美国经济史上最为富有的行业之一，也早已成为华盛顿 （指联邦政
府）最为强大的政治力量之一。
金融部门为国会代表捐助了大量资金，作为竞选费用。
投资银行家与他们的盟友在白宫以及财政部担任要职。
　　最为重要的是，银行业变得越发复杂，越发受人尊敬，越发有利可图，因此华尔街的意识形
态&mdash;金融创新不受束缚，金融市场不受管制，这有利于全美乃至全球&mdash;成为了华盛顿两党
的共识。
由于大量的竞选捐助，再加上私营部门与政府之间的密切关系，华尔街在华盛顿特区颇具影响力，但
是它们的最终胜利在于成功地让华尔街的意识形态成为主流想法，这样一来，它们的说客不需多费口
舌，就能说服国会议员以及政府官员。
当然，一旦开始出现质疑者（比如在金融危机之后），银行就会不紧不慢地搬出它们的传统武
器&mdash;竞选资金与说客；但是，由于它们的意识形态力量过于强大，往往战争还未开始，就早已
获胜。
　　由于华尔街政治影响力强大，因此形成了放任自由的市场环境，大型银行在这样的环境中发展得
越来越壮大，风险也越来越大，直到2008年，它们差点倒闭，威胁到了整个经济。
华尔街的政治影响力还表现在，当政府救助金融体系时，提出的条款都有利于银行。
&ldquo;我们在同一条船上&rdquo;的真正含义是大型银行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已经不可动摇，政府需
要银行的程度就像银行需要政府那样。
只要我们的政治体制仍然认为，美国需要大型的、复杂的、高风险的、高收益的银行，那么银行就会
一直处于有利地位。
政客来来往往，一届一届地更换，但是高盛会一直存在。
　　华尔街银行是新一代的美国寡头&mdash;由于经济权力强大，这个团体获得了政治权力，并且利
用政治权力为自己谋利。
金融部门为政客提供了大量的竞选资金，而且与政府关系密切，因此这些唾手可得的利润与奖金都转
变成了政治权力。
这些利润与奖金也增强了华尔街的公信力与影响力：在这么一个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盛行的时代，能够
赚取如此多利润的行业必定是好的，能够从中赚取如此多利润的人们也必定知道自己在谈论什么。
金钱与意识形态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强大的经济名流华丽变身为政治权贵，这并不是第一次。
19世纪末，庞大的工业托拉斯（其中许多资金来自银行家与实业家J&middot;P&middot;摩根）在华盛
顿政界盟友的支持下主导了美国经济，直到西奥多&middot;罗斯福首次运用《反托拉斯法》，粉碎了
这些工业托拉斯。
甚至在更早以前，在美国建国初期，托马斯 &middot;杰斐逊就曾警告过，合众国第一银行会构成政治
威胁。
　　我们往往认为其他国家才会出现寡头集团，而美国没有这个问题。
这一说法开始流行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一小撮俄罗斯企业家掌控了财富与权力；这种说法也
适用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在这些国家，与政府关系良好的企业家运用金钱与政治支持交换政府对它
们的偏袒。
虽然美国的寡头不是通过贿赂或勒索获得好处，而是运用竞选捐助与意识形态，但是无论采取哪些方
式，仍然无法否认美国的寡头强大这一事实。
或许美国有着全球最为先进的政治体系，但是美国也同样有着最为先进的寡头集团。
　　1998年是美国新一轮经济繁荣的第七个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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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与全球化双重力量的影响下，通货膨胀率稳定地保持在2%~3%。
艾伦&middot;格林斯潘在当时算得上是全球最受尊敬的经济学家了，他认为最新的技术革命能够促进
经济发展，又能够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率：&ldquo;计算机与电信技术真正改变了我们生产货物以及提
供服务的方式。
技术大大提升了工作场所的灵活性，提供了及时的库存管理，增加了产品供应，提高了生产效率，控
制了产品价格。
&rdquo;美国的经济前景从未如此之好。
　　布鲁克斯利&middot;波恩女士却十分忧虑。
她是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负责金融合约，即衍生产品。
她尤其担心场外衍生产品（一种定制的合约，双方投注其他资产的价格变动，比如货币、股票或债券
）市场发展过快，管制过少。
虽然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对交易所交易的某些衍生产品具有管辖权，但是政府并没有明确指定哪些机
构有权监督蓬勃发展的定制衍生产品市场。
　　1998年，衍生产品是金融服务业最为热门的前沿事物。
交易员与销售员吹嘘他们能够构建并且销售复杂的产品，消费者无法了解自己在购买什么，这些产品
却能为银行带来巨额利润。
即使衍生产品对消费者可能有害，华尔街的大型银行也在所不惜，因为它们在乎的是自己赚得盆钵满
溢（但是银行资本却不见增加）。
①10年之前，市场上几乎没有定制衍生产品，但到了 1998年，全球定制衍生产品票面价值已经超过
了70万亿美元（市值超过了2.5 万亿美元）。
② 衍生产品行业再次击退了监管的威胁。
1994年，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宝洁公司以及其他公司在衍生产品交易上损失惨重，因此国会发起
了调查，这些公司也对银行发起了诉讼。
这些诉讼案揭露了惊人的事实，那就是销售员竟然对消费者撒谎（当然还揭露了其他事实），同时揭
露了当时信孚银行一名员工所说的标志性话语：&ldquo;引诱人们购买，将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中。
&rdquo; 衍生产品行业害怕国会立法，于是就运用游说部队，在政府内部朋友的帮助下，里应外合，
成功反击。
去除了立法的威胁后，该行业若无其事地继续开发更为复杂的衍生产品，维持其高额利润。
到1997年，衍生产品交易甚至得到了格林斯潘的肯定与保护，他说道：&ldquo;我们必须仔细考虑政府
是否需要监管衍生产品及其市场。
金融机构之间的场外交易，根本没有必要运用《商品交易法》&mdash;私营市场的自我管理足以高效
地实现公共政策的目标。
&rdquo;也就是说，政府不应当监管衍生产品市场，这样社会才会从中受益。
　　波恩并不相信这种说法。
她担心，如果政府不加以监督，会导致欺诈像杂草一样丛生，而且由于金融部门的不透明，人们很难
了解该部门的风险。
　　她提议发表一份&ldquo;概念报告&rdquo;，在报告中提出是否应当加强衍生产品监管。
　　波恩的提议引起了轩然大波，激起了多方的强烈反对，不仅华尔街银行家反对，而且联邦政府的
经济要人也大力反对&mdash;格林斯潘，财政部部长（高盛前总裁）罗伯特&middot;鲁宾，以及财政部
副部长拉里&middot;萨默斯。
萨默斯甚至还给波恩打了电话。
根据波恩的助手&mdash;迈克尔&middot;格林伯格的回忆，萨默斯说道：&ldquo; 我的办公室里坐着13
位银行家，他们说，如果你执行这个提议，就会造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
&rdquo; 最终，萨默斯、鲁宾、格林斯潘与金融业获得了胜利。
波恩于5月发表了&ldquo;概念报告&rdquo;，没有引起金融危机，但是国会于10月通过了延缓履行令，
禁止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监管定制衍生产品。
1999年，总统的金融市场工作小组建议联邦监管机构应当豁免对定制衍生产品的监管，其中包括萨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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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格林斯潘、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阿瑟&middot;莱维特，以及新任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威
廉&middot;雷纳。
这条建议被编入了《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2000年12 月克林顿总统签署该法案，《商品期货现代化
法案》正式成为法律。
　　当年财政部副部长致电给布鲁克斯利&middot;波恩时，究竟是哪13位银行家在与其会晤，我们不
得而知；我们也无法知道，当时是12位银行家还是14位银行家，当时他们是否的确在萨默斯的办公室
；我们更无法知道，这些银行家是否真的说服了萨默斯，更有可能的是，萨默斯自己得出了这样的结
论，只是恰好与银行家的想法一致。
《华盛顿邮报》报道了电话事件，但是萨默斯对此并未作出任何评论，不过这也不重要。
　　我们所知道的是，到1998年，每当涉及关于现代金融与金融监管的问题，华尔街的主管与说客总
能在联邦政府找到支持者，而且重要的决策人也往往愿意听从他们的建议。
金融已然变成了复杂的、高度定量的领域，只有华尔街银行家以及他们在学术界的支持者（包括众多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才能掌控，其他人若是质疑这些专家，就会被认为是无知的卢德分子。
不需要任何阴谋诡计。
即使像萨默斯这样杰出的、好怀疑的学术型经济学家（之后他成为财政部长，最后成为奥巴马总统的
首席经济顾问），也被金融创新与放松管制迷惑。
到1998年，华盛顿特区政治权贵的世界观就是，有利于华尔街就相当于有利于美国。
　　后果众所周知。
波恩的&ldquo;概念报告&rdquo;并没有引发金融危机，但是政府对衍生产品以及其他金融创新产品放
松监管，却造成了长达10年的金融狂潮，最终引发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导
致全球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
　　截至2008年，由于丝毫未受管束，场外衍生产品的面值超过了680万亿美元，市值超过了20万亿美
元。
1998年，信用违约掉期还未崭露头角，但是到了2008年，其面值超过了50万亿美元，市值超过了3万亿
美元，促进了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当房地产泡沫破灭时，建立在房地产市场基础上的证券价值暴跌，
引发了金融危机。
美国经济紧缩4%，金融机构遭受了超过1万亿美元的损失，而美国政府与其他国家政府也纷纷救助自
己的银行部门，救市计划花费了数千亿或数万亿美元。
　　新的金融寡头打败了波恩，标志性事件就是2009年3月13位银行家在白宫会晤，以及1998年游说拉
里&middot;萨默斯。
大型银行拥有足够的财富与声望，能够影响政治权贵的想法，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影响政策的制定，对
衍生产品不加管束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这样一来，大型银行的财富便像滚雪球一般累积，却将经济逼到了悬崖边缘，到最后只能依靠纳税人
的钱才能让经济重回正轨。
　　2008~2009年联邦政府救助银行部门时所作的决定，对美国社会以及全球经济有着重大意义。
联邦政府不仅选择救助金融体系&mdash;这样的决定恐怕不会有人质疑&mdash;而且选择向大型银行提
供空白支票，这对银行而言无疑是及时雨。
联邦政府没有向银行提出额外条件，没有趁机进行改革，甚至没有更换大型银行的管理层。
政府选择的是维持银行的现状，保留现有的银行家。
　　在2008年年底黑暗的日子里，雷曼兄弟随风逝去，美林被收购，美国国际集团被政府接管，华盛
顿互惠银行与美联也相继破产，高盛与摩根士丹利为了保全自己，转变成了&ldquo;银行控股公
司&rdquo;，花旗集团与美国银行也摇摇欲坠，等待救助。
大家普遍认为，金融危机导致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大型银行不会再进行过度的风险活动，也无法再产
生巨额的利润。
然而，如今我们看到的是，那些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银行走出危机，变得更加庞大，也更加强大。
当华尔街最需要帮助时，联邦政府出手救助，政府并不是出于同一小撮银行家的私人交情，而是基于
对金融部门的一种信念，这种信念的力量十分强大，连金融危机的凶险现实都未能将其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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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危机来临时，小布什政府以及奥巴马政府的主要官员，不是曾经就职于华尔街就是受过华尔街
的捐助，因此更加坚定了这个信念。
华尔街与华盛顿之间的密切关系由来已久，即使在金融危机时期，联邦政府也没有认真考虑改变金融
体系&mdash;尽管一些杰出的经济学家再三规劝，比如保罗&middot;克鲁格曼、约瑟夫&middot;斯蒂格
利茨等。
当金融危机最为严重时，当银行最为脆弱时，联邦政府也没有认真尝试拆分大型银行，或者改革金融
监管制度。
直到多数大型银行恢复元气，变得更加强大，恢复赢利，重拾政治影响力，联邦政府才开始渐进式的
改革。
然而，2008~2009年美国政府的改革策略，与20世纪90 年代美国财政部对新兴市场金融危机提出的建议
完全背道而驰，当时美国的政府官员敦促遭受危机的国家迅速、直接地解决结构性问题。
　　当我们写下此书时，国会很有可能将会采取一些银行业改革措施，但是改革力度不会太大。
奥巴马政府提出的措施对华尔街设定了一些新的限制，但是一小撮强大的超级银行丝毫未受影响；如
此温和的提议，仍然遭到了国会内部金融说客的反对。
改革法案或许会改善一些情况，比如更好地保护消费者，防止金融机构欺诈消费者。
但是，&ldquo;庞大、强大的银行&lsquo;太大而不能倒闭&rsquo;，强大到足以影响政治格局&rdquo;这
一核心问题仍然存在，而华尔街也渐渐恢复了常态。
　　从种种迹象看来，大型银行（至少那些完整存活下来的银行）是金融危机的大赢家。
摩根大通、美国银行以及富国银行收购了它们的破产对手，变得更为庞大。
最大的几家银行均增加了市场份额，无论是信用卡发行方面，还是公司新股发行方面。
高盛提交了赢利记录，到2009年9月，高盛已经为每位员工拨出75万美元作为报酬。
高盛首席执行官劳埃德&middot;布兰克费恩被《金融时报》提名为年度人物。
　　美国的大型银行变得更为庞大，这对全美乃至对全球的影响显而易见。
　　在1983年，花旗银行是当时全美最大的银行，其资产为1 140亿美元，相当于当时美国国内生产总
值的3.2%。
到2007年，9家金融机构相对于美国经济的利率，比1983年花旗银行更大。
在白宫会晤时，美国银行资产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6.4%；之后是摩根大通，为14.7%；花旗集团
为12.9%。
如果说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大型银行只是期望政府能够救助它们，那么当危机真正发生时，这种模
糊的期待变成了确凿的事实，因此相比较小的竞争对手，这些大型银行的集资成本降低了不少。
金融机构的激励机制并未改变，那就是高杠杆率（将风险从股东与员工身上转移到债权人以及纳税人
身上），以及不公正的巨额奖金（经济好时极多，经济差时也不少）。
庞大的基本补贴方案几乎没有改变：当经济景气时，银行为主管与交易员提供巨额报酬；而当经济不
景气、潜在危机逼近时，政府则负责为银行买单。
　　如果金融体系的基本情况保持不变，那么即使细节不尽相同，结果仍然一样。
这种基本情况造成了2007~2009年的金融危机与全球经济衰退，迟早仍然会引起下一次危机。
就像这一次危机，下一次危机会导致数百万民众失去工作、住房，或接受教育的机会；纳税人仍然需
要承担救助金融部门的责任；此外，危机必然会增加政府债务，导致将来增税。
或许，下一次金融危机造成的影响力不会如此巨大，但是美国的银行体系变得更为高度集中，再加上
坚如磐石的政府担保，下一次金融危机带来的破坏可能会更加糟糕。
　　其实，美国还有另一种选择，那就是现在开始着手改革金融体系，改革银行业的监管制度，创建
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的监管制度（这套制度保护金融体系长达50多年）。
改革的核心是拆分大型银行，它们主导了美国的金融体系，威胁到了美国经济。
这是奥巴马政府面对的挑战。
这并非金融问题，也非经济问题。
从本质上看，这是一个政治问题&mdash;能否终止长久以来华尔街与华盛顿之间的密切关系。
鉴于权力中心双方之间密切的金融、个人以及意识形态联系，要彻底改变恐怕不是一朝一夕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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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美国面临的问题，以前也出现过。
自美国建国以来，金融集权与民主政府之间的对抗就已存在。
历史证明，美国能够使金融业再次变成安全的行业。
但是，这将是一场恶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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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8年毁灭性的金融危机之后，世界金融是个什么样子？
美国仍然深受金融寡头的困扰，如今，寡头集团变得越发强大，越发有利可图，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能抵抗管制。
6家超级银行——美国银行，摩根大通，花旗集团，富国银行，高盛集团，摩根士丹利——拥有的资
产总额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60%，实在令人惊讶；在这6家银行的带领下，这些金融机构继续挟持全球
经济，继续着过度的风险行为与“照常营业”的惯例做法，很有可能会导致另一场金融危机。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应该怎么做？

在《13个银行家:下一次金融危机的真实图景》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大学
教授西蒙?约翰逊与著名经济学家郭庾信描述了美国民主主义与金融巨头之间的冲突：从托马斯?杰斐
逊到安德鲁?杰克逊，从西奥多?罗斯福到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广泛而细致地记录了美国金融历史
。
两位作者很有说服力地告诉我们，在华尔街对政府相关政策的控制下，我们的未来已变得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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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西蒙?约翰逊，麻省理工大学斯隆商学院（罗纳德A.库尔兹特聘）企业管理教授，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
所高级会士。
他与郭庾信合写了主要的经济博客——“基线场景”，保罗?克鲁格曼称其为必读之作，比尔?莫耶斯
称其为“博客圈内容最为翔实的新闻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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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杰斐逊雪耻 安德鲁&middot;杰克逊为美国的第七任总统，是杰斐逊思想的忠实拥护者，他对大型
银行的担心到了几近着魔的程度。
就像杰斐逊那样，&ldquo;老山胡桃&rdquo;偏爱农业共和国，不信任大城市的银行家。
同样重要的是，杰克逊相信总统权力，他把主要的国家银行视为仇敌，认为必须对付之。
　　1811年，合众国第一银行的联邦特许状失效，续发特许状的立法也没有通过。
但是，1812年的战争引起了经济混乱，金融体系也是一片残局，这时候政治家们觉得有必要再建一个
国家银行。
1816年，国会通过了建立合众国第二银行的立法，当时的总统詹姆斯&middot;麦迪逊签署了该立法，
授予它为期20 年的特许状。
　　1828年，杰克逊被选为总统，当时，合众国第二银行已经成为&ldquo;政府的重要管理机
构&rdquo;，业务包括调节货币供应量，处理美国政府的日常财政收支，发行纸币，为联邦当局与私营
部门的客户（包括显要的政客）提供信贷。
在尼古拉斯&middot;比德尔的管理下，该银行支持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帮助协调银行体系，主要在
各州或地区一级运作。
　　然而，杰克逊出于经济与政治的理由，反对合众国第二银行。
他厌恶纸币，只相信最稳定的金属铸币&mdash;金币与银币。
他认为，银行以及银行家利用纸币牺牲大众的利益，扭曲经济。
除此之外，合众国第二银行垄断了国家财政，给比德尔以及他的朋友们带来了权力与利益，而总统认
为这些权力与利益本该属于行政部门。
令杰克逊总统尤其愤怒的是，比德尔利用他的经济权力来讨好国会，使得当选代表支持他；几乎所有
支持比德尔的显赫政客都是他的债务人，负债累累，其中包括当时一些政界要人，比如丹尼
尔&middot;韦伯斯特以及亨利&middot;克雷。
正如杰克逊的秘书尼古拉斯&middot;特里斯特所说的（引用杰斐逊的话）：&ldquo;这个权力的存在本
身与我们政府机构的本质和精神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跟它的不端行为无关。
&rdquo; 1832年，比德尔与他的盟友亨利&middot;克雷试图延长合众国第二银行的联邦特许有效期，此
特许状将在4年后过期。
他们的做法其实含有政治目的，希望克雷在总统竞选中能够利用这一点竞选成功。
&ldquo;银行之战&rdquo;就此开始。
比德尔指示银行扩大贷款业务，企图赢得人心。
国会通过了延长联邦特许状的立法，但是杰克逊否决了此案。
在杰克逊的否决咨文中，他谴责了联邦最高法院（关于杰斐逊与汉密尔顿的争论，最高法院最终赞成
了汉密尔顿的想法，判定合众国第一银行符合《宪法》），同时抨击了纸币的发行（&ldquo;国会建立
了铸币局来铸造硬币&hellip;&hellip;《宪法》只承认铸币局铸造的硬币，也只承认铸币局规范的硬币价
值，国会采用的外国硬币也是《宪法》所承认的&rdquo;）；此外，他还维护了各州的权利，抨击了经
济名流（&ldquo;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权贵们常常为了一己私利，使政府的行为屈从于他们&rdquo;）
。
私底下，杰克逊的话语更为直接，他对马丁&middot;范布伦（他于1832年的竞选伙伴）说：&ldquo;合
众国第二银行，企图除掉我，但是我会除掉它的。
&rdquo;1832年，杰克逊击败克雷，再次当选总统，这个否决案也就继续了下去。
然而，比德尔绝不会轻易认输。
当杰克逊开始将联邦政府的存款从合众国第二银行转存到他&ldquo;最爱的银行&rdquo;时，第二银行
要求用州银行发行的汇票进行支付，并且将贷款减少了500万美元，紧缩了货币供应，并将利息翻倍达
到12%。
比德尔希望，通过损害经济，能够引起民众对杰克逊的反对；但比德尔的做法，恰恰证明了杰克逊的
担心是对的，那就是实力强大的银行会毁坏经济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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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摧毁全美最高效的商业银行，或许不是一个宏观经济管理上的范例，特别是以今天的标准看来。
杰克逊的否决案很有可能减缓了综合性支付与信贷系统的发展，这样的综合系统在当时欧洲比较发达
的国家已经出现了。
没有了主要的国家银行或者说中央银行，就等于失去了稳定金融体系的能力，因此，19世纪余下的时
间，美国也经历了严峻的经济周期。
　　但是，这场银行之战的重要性并非体现在经济上，而是体现在政治上。
　　杰克逊反对发放新的特许状，尽管他的经济依据比较薄弱，但是合众国第二银行的行为证明了雄
厚的私营银行会带来政治危机。
比德尔用尽一切方法，贿赂、哄骗，甚至强迫国会议员站在他这边，反对总统。
并不是所有支持银行的人都是为了钱。
但是，当这场较量猛烈展开时，丹尼尔&middot;韦伯斯特写信给比德尔，&ldquo;我发现我的律师费并
没有照常发放。
如果要我继续保持与银行之间的关系，那么最好照常发放律师费。
&rdquo;更令人忧虑的是，比德尔企图利用经济手段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至少在杰克逊的支持者看来
如此。
首先他扩大信贷以赢得政治支持，而后又扣押信贷（且引发了经济衰退）以惩罚杰克逊。
这些正是杰斐逊所担心的。
　　杰克逊与杰斐逊都将强大的银行视为一股腐败力量，认为它会破坏民主政府的正常运行。
尽管这并非定论（合众国第一银行没有成功延长联邦特许状，部分原因是由于它在政治上处于弱势）
，但银行之战让我们意识到，为达成政治目的，金融权力会被人滥用。
杰斐逊与杰克逊不认为政府能够控制金融，他们也远远想不到将来会出现由技术专家控制的现代中央
银行。
他们担心强大的私营金融机构会拥有过大的影响力，甚至超过政府。
在合众国第二银行与没有国家银行之间，杰克逊选择了后者。
因此，美国的中央银行业务发展缓慢且不正规，特别是与欧洲国家相比。
不过即使受到阻碍，在19世纪，美国的经济仍旧持续创新与发展。
　　最为重要的是，杰克逊的胜利确保了强大的私营银行无法立足于政治权力中心，更无法利用其特
殊地位为自己谋取利益，无法抑制竞争，也无法阻碍更为全面的经济发展。
无论如何，美国或许可以避免同期发生在墨西哥与巴西的灾难&mdash;一小撮经济名流控制集权银行
部门，带来惨痛的经济后果&mdash;最近出现的新兴市场也遭受了同样的灾难。
假设杰克逊在银行之战中战败，合众国第二银行有可能逐渐发展为一家现代中央银行，也许并不会为
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扭曲政治体系，但杰克逊是不愿意冒这个险的。
他对金融名流素有的偏见和对增强总统权力的渴望导致美国的金融体系过于零散，权力过于分散。
一旦宏观经济出现混乱，这样的金融体系易受打击。
但总的来说，它能够为逐渐发展的商业部门提供所需资本，而且短期内也不会产生一小撮掌握过多经
济政治权力的名流。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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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此书是迄今为止，关于华尔街精英如何使我们走到危机边缘的最佳解释。
在书中，约翰逊与郭庾信剥去了金融体系的神秘外衣，抽丝剥茧地揭露了体系中心无情的权力斗争。
　　&mdash;&mdash;伊丽莎白&middot;沃伦 哈佛大学教授　　如果你们把一大笔钱塞到床垫里，就能
安然入睡，那么《13位银行家》这本书将会让你们辗转难眠。
本书煞费苦心地记录了银行如何从我们手中夺走了对政府与社会的控制，事实令人不
安&mdash;&mdash;并且告知了我们如何将其夺回来。
　　&mdash;&mdash;比尔&middot;莫耶斯 美国著名电视媒体人　　任何想要了解世界经济接下来会怎
样的读者，都应该阅读此书。
金融部门那些危险且鲁莽的因素已经变得过于强大，必须加以控制。
如果这些问题不加以处理，那么全球的未来将麻烦重重。
　　&mdash;&mdash;努里尔&middot;鲁比尼 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鲁比尼全球经济咨询
公司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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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关于大萧条的讨论有很多，但是人们普遍认为它是纯粹的经济现象&mdash;&mdash;是过度负债经
营、货币政策错误，或算法出错的后果。
西蒙&middot;约翰逊在本书中首次指出这曾经是、现在仍是一场政治经济危机。
他与郭庾信对华盛顿与华尔街之间暗地勾结的分析是必读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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