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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货币突围——拯救“纸”醉金迷的世界货币体系》首先从目前世界经济所处的虚假繁荣状态切
入，剖析这种虚假繁荣的本质和它之所以能够长期苟延残喘的根源。
为了让读者能够洞悉人类走入货币歧途的来龙去脉，本书从北宋王朝纸币诞生之初开始论述。
同时以全球化的视角，不断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史实进行综合解析，
从中寻找导致货币歧途的蛛丝马迹。

《货币突围——拯救“纸”醉金迷的世界货币体系》还对当下读者一直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解答。
例如：纸币在中国古代为什么失败？
纸币为什么能够在西方站稳脚跟？
凯恩斯主义的致命错误是什么？
为什么说纸币超发使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
西方的中国崩溃论为什么不灵？
中国为什么出现工资涨幅远远落后于GDP涨幅的经济怪象？
为什么美国的经济刺激计划总是失败？
为什么美国如果QE3只会把自己的坟墓挖得更深？
为什么中国获得金融霸权反而会走向衰落？
等等。

本书还将对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命运作出合乎逻辑的解析和预测，并对美元体系崩溃之后
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如何构建提出系统的建议方案。
最后，本书将从欧元的前途命运问题入手展望未来世界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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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伟，独立经济学家，著名财经评论人，《每日经济新闻》报财经评论专栏作家，不受传统思维模式
禁锢，观点新颖，分析独到，大胆创新重构。
出版专著《富国阳谋——看穿中国与西方经济比拼之迷局》，提出有效生产力理论，并运用该理论在
全面分析中国经济崛起和美国经济衰落过程的基础上成功预言美国债务危机，其所提出的欧元衰败根
源是财税政策和经济模式不统一的观点也已经得到事实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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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六章 为什么发明纸币却瘦了自己肥了外人 在纸币发明国发生的纸币亡国和弃纸币兴国的故事
证明了什么？
是否 可以证明纸币是没有必要的呢？
但是，为什么纸币在中国失败之后，却在 全世界兴起，以致在20世纪把铜铁等贱金属彻底驱逐到辅币
地位，更把金 银等贵金属干脆剥夺了货币资格呢？
而在征服全世界之后，纸币最终又回 到中国成为了主币，为什么非要“出国镀金”才能“回国效力”
呢？
官府是扼杀中国纸币的凶手 我们在讨论明朝选择白银作为主币的原因时，提到白银适应了资本 主义
早期阶段的货币需求。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进一步认为纸币在中国出 现得太超前了呢？
事实上不应该这么认为，因为纸币在中国的产生是合 情合理的。
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北宋时期领先全世界应该是公认的，而 当时的西欧还在中世纪的漫漫长夜
里挣扎。
中国的城市里手工业发达，像四川成都的蜀锦织造业从汉朝开始就十分兴盛，以致政府在成都设有 专
门官员管理这一产业，成都因此被称为“锦官城”。
三国时，蜀国的 财政收入严重依赖于蜀锦贸易。
唐代以后，蜀锦远销海外，到北宋则建 立成都锦院。
不仅如此，四川还盛产盐、茶，并且都销往全国乃至出 口。
手工业中心加上鱼米之乡，经济繁荣程度可想而知。
在这个中心城 市里，商务往来必定频繁，投资机会必然众多，投资者融资需求一定旺 盛，内部因素
使交子的产生变得顺理成章。
更有外部因素成为诱因。
当 时四川通用铁钱，铁钱价值低，因此同样金额重量更大，导致商旅极其 不便。
市场产生解决这个问题的需求，就会有头脑灵活的投资者想出办 法满足需求以便从中得利，于是促成
交子产生。
这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符合经济规律的。
如果要说哪里不对，那一定是政府的问题。
本来，私交子的流通并 没有太大的问题。
虽然偶有准备金率过低的交子铺户因为无力承兑而倒 闭，但是波及范围并不大，通常仅限于工商业者
群体。
在受到市场惩罚 之后，剩下的交子铺户势必更加谨慎经营，这实际上是一种市场机制的 自然调节作
用。
市场经济从来都不保证所有人都会盈利，正如它从来都 不保证所有人都会亏损，否则就不能叫市场经
济。
市场经济正是用奖优 罚劣的方式来实现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的，比如倒闭交子铺户的店铺、员工等经
济资源一定会通过市场转移给其他人，其他人会继续经营，而 破产者可能会以打工仔身份就业，其才
能也不会被浪费掉。
这些可以由 市场调节的事情，不用政府介入，除非当事人提出诉讼，那就依法裁 决。
欠债就还钱，资不抵债就破产，恶意欺诈就罚款坐牢，如此而已。
更进一步，如果确有加强监管的必要，应该是强行要求交子铺户有充足 数量的准备金，同时限制他们
从事高风险投资，这样政府就始终是一个 裁判的角色。
问题在于，当时北宋政府目的不纯，他们嫉妒民间金融业者的高利 润，于是滥用手中的公共权力与民
争利。
也就是说，政府既当裁判又当 运动员，最后的混乱和崩溃在此时就已经注定了。
官交子取代私交子之 后，性质就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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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它不再是建立在当事人自愿接受的基础 上，而是带有了强制性，具有了无限法偿性质。
所谓无限法偿就是指一 国货币在国内具有无限的法定支付能力，不论任何时间任何人用任何大 小的
金额进行交易支付，任何国民都不得拒绝接受。
因此官交子不是市 场机制的产物，而纯粹是行政命令的结果。
更为致命的是，北宋政府人为扩大了交子的流通范围，把仅主要在 工商业者之中流通扩大为在全社会
流通。
我们特别要看清一点，交子是 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业经济的产物，如果仅仅在工商业者或城市之中流
通，就没有大问题，因为工商业经济并不是当时社会的主导力量。
一旦把流通范围扩大到全社会，事实上就把交子这种只适合于工商 业经济的新事物强加给了自给自足
的自然农业经济，而在当时中国社会 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自然农业经济并不需要交子这种纸币。
换言之，私交 子并不超前，但是北宋政府强行发行官交子就大大超前了，这是一个揠 苗助长的弥天
大错。
正是由于政府纸币超越了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所 以它必然失败。
中国历史之中恰好有一个时期的货币流通情况可以证明以上观点。
在清朝初年顺治皇帝终止短暂的纸币发行之后，有190多年没有发行纸 币。
清朝的社会经济就像历次改朝换代之后一样，经历了休养生息、恢 复生产、人口回升、重新繁荣等过
程，与北宋自然产生交子之前别无二 致。
只是清朝由于白银丰富，抵消了纸币的部分优势，使得清朝民间纸 币姗姗来迟，但该来的一定会来。
清朝初年，经济恢复不久，即有当 铺、钱庄等发行的银票，不过这还只是本票性质的，即由出票人自
己承 兑的票据，承兑机构只此一家，别无分号。
直到19世纪20年代，由于贸易金额增大，白银也越来越显得笨重，加上长途运输被抢劫的风险很大，
雇请镖局成本巨大且也不保险。
针 对这些具体情况，民间应运而生一种叫做票号的金融机构，经营汇兑 业务，其中山西票号天下驰
名。
票号发行会票，这就与唐朝的飞钱和北 宋的早期交子类似了。
然后，又经过与交子类似的发展历程，会票逐渐 进入流通领域，成为部分信用纸币，就像私交子一样
。
票号的会票加上 钱庄等其他民间金融机构发行的银票和钱票形成了清朝的民间纸币。
我 们看到，在太平天国运动迫使清朝政府发行官方纸币以前，民间纸币的 流通对中国经济并没有产
生危害，更多的是促进了工商业经济的发展，没有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
归根结底，这就是因为民间纸币的流通范围 是由市场需求决定的，自然而然地限制在了工商业者和部
分城市居民之 中，只有他们才便于经常与金融机构打交道，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自给 自足的农民不
会经常与设在城市里的金融机构打交道。
这种和谐状态随着1853年清朝政府发行官方纸币而骤然改变。
1851 年1月，洪秀全在广西发动起义，建立太平天国，而后迅速向北发展。
1853年1月，太平军攻克武昌，队伍壮大至50万人。
1853年3月太平军攻 克南京，更名“天京”，定为国都。
随即太平军展开北伐和西征，其中 北伐军一度杀进直隶，威胁北京。
而在太平天国运动影响下，黄淮一带 又爆发了捻军起义。
一时间，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清王朝受到的 震撼可想而知。
为了筹措庞大的军费，镇压南北呼应的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清朝政府发
行了“大清宝钞”和“户部官票”，从而突破了世世代代坚守了190多年的纸币禁条。
而且，由于军情紧急，所需军费甚巨，发行量很大，三四个月之间就发行了一百多万串，之后 一发不
可收拾。
虽说这些纸币不是无限法偿，但是由于老百姓很难兑 现，所以几乎就成了事实上的无限法偿。
但是，纸币的市场购买力是无 限法偿管不住的。
咸丰六年，“户部官票”贬值到只值铜钱八九百文，咸 丰九年则大幅贬值到二三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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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是在政府强制力最强的北京，出了 城就更低了。
北京城外的农民由于害怕被强制接受纸币而不愿意把粮食 运进城里贩卖，结果城里的粮价比城外高出
一倍，一墙之隔恍如隔世。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农民宁肯放弃庞大的城市市场，也不愿意接
受纸币，是因为害怕收 到的纸币贬值。
但是，他们却乐于接受规范的铜钱，事实上当时以铜钱 计算的粮价并无多大变化。
这就说明农民不愿把自己创造的实物产品用 来交换信用度不高的、自身没有价值的纸币，只愿意交换
货真价实的金 属货币。
这等于说，如果非要农民接受纸币，他们一定会索取非常高的 价格，那是他们在吃过纸币苦头之后的
必然选择。
换言之，农村市场上 的纸币出现了严重通货膨胀。
P58-62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货币突围>>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