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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适应历史事件的撰写规范，本书严格按照每一事件的前后次序，分别对20世纪发生的二十件
重大经济事件进行了逐一的回顾、分析与总结。
由于这些经济事件广泛涉及金融、贸易、福利、企业行为、政府规范、国际经济合作与制度等众多领
域，且发生的时间差距不一，很难以一种高度概括的方式加以提炼。
因而，此处仍以历史顺序的方式对本书的内容做一个概要性的介绍。
　　作为本书的开篇，“黑色星期四”虽已离我们远去，但它对经济所造成的空前绝后的破坏却在人
们心灵上烙下了深深的印痕，以至于当今世界任何一个较大规模经济动荡的出现，人们都会不由得联
想起那次可怕的灾难，而惊若寒蝉。
透视这一经济事件，人们会惊讶地发现，古典经济学所倡导的完全自由市场经济是那样的经不起推敲
，难怪乎凯恩斯主义在随后的日子里得以枝繁叶茂。
自由市场经济的失败以及随后各国政府所推行的“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使各主要国家首脑们深深
认识到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国际贸易体系也随之粉墨登场。
这一国际经济制度的建设虽然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创造了条件，但也为美国在这个世界经济体系中
霸主地位的确立提供了制度保障。
为了配合这一制度建设，马歇尔计划也在这一时期匆匆出台。
该计划不仅将西欧从战争的废墟中迅速地挽救出来，同时也强化了美欧之间的战略联盟。
这在冷战时期对美国战略地位的巩固至为重要，将其视为西欧国家对美国的投资回报实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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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谭黎阳，1971年生于重庆市，1993年毕业于四川大学获理学士，1996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工商管理
学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同年8月起，开始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执教。
现为经济学院在读博士，院长助理兼财务部主任。
曾编写出版了《管理心理学》、《中国发展报告》、《营销管理》、《中国未来经济十大趋势》等著
作。
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了10余篇专业学术论文。
负责承担及完成了省部级课题两项，并参与了多项省部级以上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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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马歇尔演说　　就在西欧面临经济和政治上严重危机的时刻，美、英、法、苏四国外长在莫斯科
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眼前局势和对策措施等问题。
当时美国是由其国务卿马歇尔率代表团前去的。
会议中，马歇尔意识到苏联在期待欧洲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发展，这促使他下决心尽快挽救危难中的西
欧各国。
　　会议结束后不久，即1947年的4月，他就组建了复兴西欧经济的政策研究班子，指定由乔治·凯南
负责具体事宜。
两个月后，援助西欧的计划雏形产生了，6月5日马歇尔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时将它提了出
来。
马歇尔指出欧洲各国经济困难，出口下降而需求旺盛，贸易赤字尤其是对美国的贸易赤字严重，对它
们“必须考虑给以额外的、大量的和无偿的援助，不然的话就会面临着非常危险的经济、社会和政治
解体的危险”。
他表示美国将提供援助以帮助西欧复兴。
他还说美国的援助决不是零打碎敲的短期援助，而是周全的一揽子长期帮助。
当然，为了使援助体现自愿而不是美国强加的行为，欧洲各国必须先提出要求美国即给予“帮助”。
　　马歇尔的倡议随即得到了英、法、意等西欧16国的热烈响应，并提出了要求美援的报告。
这个演说体现了美国援助西欧的思想框架，因其由马歇尔提出，故人们通常把它称为“马歇尔计划”
。
当然这时“马歇尔计划”还只是一种思想，还不具有法律形式。
直到1948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了“1948年对外国援助法”，马歇尔计划才正式出台。
　　援助计划　　在马歇尔演说之后，不论是美国政府还是愿意接受援助的西欧16国，都针对计划的
具体落实开始了紧张的计算和设计。
双方在倾向一致的情况下，也出现了歧义。
　　首先是关于援助的金额问题。
美欧双方认为要真正使西欧复兴必须要有“足够的美元”，以进口必需的生活用品、获取生产发展的
资金和设备、发展出口以解决贸易逆差等困难。
但在对何谓“足够”上双方估计的差别很大。
西欧要求四年提供224亿美元的援助，而美国准备提供125～172亿美元的援助。
双方争执不下，最后美国只好采取不确定四年援助期的总额，只定前15个月援助款的办法变通处理这
个问题。
　　双方出现分歧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欧洲的贸易体制问题。
自金本位制度瓦解以来，西欧各国普遍采用的是双边贸易支付体制。
1947年底，西欧各国双边贸易支付协定达两百多个，价值达15亿美元。
在这种体制下，协定双方的贸易被限定在一定数量以内，若超出这个限度，双方需再行谈判；贸易中
尽量避免用黄金和美元结算；对协议之外的国家则设立重重的贸易壁垒，同时实行严厉的外汇管制。
西欧国家认为这种做法虽然不能扩大贸易活动，但却可以解决“美元荒”，改善贸易、财政的困难状
况。
美国则希望西欧消除壁垒、统一市场，采用多边支付体制，从而使西欧成为多边自由贸易的区域，这
对于美国资本和商品进入欧洲都是极有好处的。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和西欧同样没有达成共识。
美国只好适当地保留自己的原则，提出了在双边贸易支付款的既成事实下实行有条件的援助，希望通
过这些条件引导西欧贸易支付体制的转变。
这个问题的处理给马歇尔计划的实施留下了摩擦的隐患。
　　马歇尔计划的最后形成方案是这样的：对西欧各国复兴战后经济的援助期限为4年，即1948～1952
年；美国将在头15个月拨款40亿美元，以后逐年审批援助额；援助由两种方式组成，一是主要以赠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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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部分以贷款形式构成的基本援助，二是以支持西欧内部贸易支付协定形式构成的有条件援助，其条
件是受援国必须购买一定数量的美国货、尽快撤除关税壁垒、取消或放松外汇管制、接受美国对使用
美援国家的监督、并向美国提供本国和殖民地生产的战略物资，等等。
　　　　自1859年大规模开采以来，石油的使用就日渐普及。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的发展对石油更是高度依赖。
1963年，世界石油消费量达13．8亿吨；1972年，世界石油消费量迅速攀升到28亿吨左右，占世界能源
消费总量的46％。
石油成为能源中最高级、最重要的形式，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工业国经济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它。
石油就如世界经济的“血液”，缺了它经济就会枯萎、衰败。
谁拥有了石油，谁就有了生存和发展的希望，谁就有了滚滚而来的财源，谁就有了说话的权力。
正因为如此，世界各方力量尤其是西方工业国、第三世界石油生产国个个都想成为石油的真正主人，
于是围绕石油控制权的争夺就一直伴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
　　谁是石油的主人　　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问题。
“石油”、“主人”这似乎是一个财产所属问题，按照最基本、最通俗的一个经济常识来说，“谁家
的东西，谁就是它的主人”，石油是第三世界石油生产国的资源，第三世界石油生产国自然就是石油
的主人，这是勿需多说的道理。
道理明摆着，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
　　二战以后，石油事实上的主人却是西方工业国家。
西方工业国家通过它们的一些国际大石油公司控制着从石油勘探、提炼到销售的全部业务，而且还相
互勾结，垄断和瓜分了世界石油市场。
这些国际大石油公司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当时名噪一时的石油垄断组织——“七姐妹”。
这“七姐妹”主要是七个大石油公司，包括埃克森(或称埃索)、壳牌、英国石油、海湾、德士古、飞
马(莫比尔)和加州标准石油(或称谢弗隆)公司。
它们联合起来压低从产油国进口的石油价格以获得巨额的垄断利润；同时还瓜分世界石油市场、排挤
产油国的石油公司，控制了世界石油市场；更有甚者，它们还通过石油严重干预着产油国的内政。
它们的行为危害了产油国的利益，使产油国遭到巨大的损失，引起了产油国家的不满。
但它们的行为却为西方工业国家带来了无穷的好处，因而深受推崇，被赞颂为“世界大公司的先驱”
。
　　石油输出国组织　　哪里有压迫和剥削，哪里就有反抗。
以“七姐妹”为代表的国际大石油公司反客为主、欺行霸市的行为终于激怒了产油国家，它们也联合
起来，成立了“石油输出国组织”，开始了夺回石油控制权、维护自己应得利益的斗争。
整个60年代，石油输出国组织都在不断斗争、不断累积经验，并且迫使这些国际大石油公司一次次地
让步，取得了一些石油权益。
进入70年代，石油输出国组织日趋成熟，其成员国同国际大石油公司的谈判和斗争也更见成效。
　　1970年5月，由沙特阿拉伯通往地中海的纵贯阿拉伯的输油管破裂。
尼日利亚又因战争而停止石油生产，西方于是将石油的进口转向北非产油国，尤其是北非的利比亚和
阿尔及利亚。
1970年1月7日，向地中海地区出口石油的利比亚联合阿尔及利亚、埃及和伊拉克，就对付通货膨胀和
协调市场达成协议，声明团结一致共同对付国际大石油公司。
　　利比亚首先发难，决定将目标对准“七姐妹”以外的独立的石油公司。
因为这些石油公司原油生产地单一，无法承受石油生产国停产的压力，况且相互间不如“七姐妹”联
系紧密，容易个个击破。
1970年1月，利比亚开始与西方石油公司谈判，要求提高石油标价。
谈判破裂，于是利比亚政府下令该公司减少石油产量，同时下令其他几家石油公司减少产量。
8月下旬，利比亚政府再次下令减少西方石油公司的产量。
由于利比亚是西方石油公司惟一的原油生产地，所以产量的下降导致该公司在欧洲的炼油厂出现了油
荒，不得已只好接受了利比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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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9月4日，西方石油公司将原油标价每桶提高0．30美元，并保证以后5年每年每桶再提高　　0
．02美元，税率由原来的50％提高到58％。
此后不久，美国海外石油公司也在利比亚政府的压力下提高了原油标价和税率。
初战告捷，阿尔及利亚、伊拉克、科威特、伊朗、委内瑞拉受此鼓舞，纷纷对西方的石油公司施加压
力，相继提高了油价和税率。
利比亚等国的胜利扭转了油价下跌的势头，石油输出国组织壮大了声势，开启了前进的大门，对西方
工业国的石油公司而言则意味着撤退的开始。
　　1970年12月9日，石油输出国组织在加拉加斯举行第21届部长级会议。
会议决定“确定在成员国营业的石油公司纯收人的55％为最低税率，⋯⋯确定在所有成员国中统一提
高标价或税收参考价”，并提出“在主要工业化国家货币比价的改变不会对成员国收入的购买力起到
不利影响的情况下，标价或税收参考价应作相应的调整”。
这次会议标志着石油输出国组织作为一个整体开始了结束国际大石油公司原油定价权的斗争。
在会议精神的指导下，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与国际大石油公司进行了义正辞严、毫不退缩的谈判和
斗争，通过采用法律或立法的措施最终迫使国际大石油公司妥协了。
　　夺回原油定价权　　1971年2月，国际大石油公司与石油输出国组织六个海湾成员国签订了著名的
“德黑兰协议”。
协议规定，海湾各国石油税率从50％提高到55％；根据原油质量，原油标价每桶提高0．35～0．40美
元；取消以前产油国付给国际大石油公司每桶0．03～0．04美元的销售补贴；在1971年6月1日、1973
～1975年每年的1月1日，将标价提高5％，并外加0．05美元作为对通货膨胀的补贴；协议的上述条件
在五年内不变。
德黑兰协议是石油斗争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石油输出国组织从此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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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过去几十年来，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美国的领先地位得以确立；欧盟作为一个整体虽然经济增长速度较慢，但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作用呈
现出上升趋势；相比之下，日本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在下降；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实力不断上
升的同时，对发达国家经济及全球经济的依存度也在不断提高。
《大剧变：影响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经济事件》回顾和分析了过去几十年来世界重大经济事件的发生
发展及其产生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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