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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的詭計》

前言

　　序一：完美的「敗家子」計畫　　美國做為「世界的印鈔機」，憑藉金融霸權統治世界經濟，在
美元的升值與貶值上挖空心思，輸出經濟危機，藉助美元世界貨幣的地位在政治與經濟上打壓可能出
現的對手，日本在經濟騰飛時也沒有能占到美國的便宜，歐元一出生便步履維艱，人民幣現在成為了
美元的下一個對手，如何利用美元無可匹敵的統治地位來影響中國和世界的經濟走向是美元的長期目
標⋯⋯　　當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和外匯儲備達到讓美國感到不安的時候，其一貫措施是：以強權向
這個國家的貨幣施壓，使其升值、升值、再升值，同時讓本國金融投機機構伺機進入彼國的股市、樓
市等硬通貨領域，瘋狂地製造泡沫，同時抬高糧油期貨價格，從而造成彼國糧油等基本生活品通貨膨
脹，讓股價、房價、糧油價格衝破彼國民眾的心理承受能力，繼而引發民眾對政府的不滿，造成高層
官員意見分岐，引發政局與社會動盪。當那些金融殺手賺到的錢足足可以把這個國家的本幣和外匯儲
備全部架空之時，他們就會突然反手做空，一邊欣賞掠奪來的勝利果實，一邊看著彼國經濟傾刻淪陷
和政局動亂，繼而插手這個國家的政治領域。　　著名經濟學家克魯格曼說：「雖然美國是世界上最
大的債務國，但是美國人卻不會因此而惶惶不安。」他認為自己的國家有能力償還這筆債務，雖然「
未來的幾代人還要面臨負債的境遇」，但是美國人對自己的國家有信心。克魯格曼沒有提到，對於美
國而言，有些債務是不用還的。　　?　　在歐洲，人們是這樣評價美元的：「對於別人而言，只有勞
作才能創造出財富。而『美元』卻不是勞動造就的——印製一千億美元的鈔票和印製一張一美元鈔票
所投入的勞動沒有多大差別。美國政府的旅行都是免費的，他們在途中購買了貨物也只需付紙。」　
　美國政府總會有辦法化解自己所面臨的麻煩，一邊鼓勵國人盡情消費，一邊「拆東牆，補西牆」，
用「新債」填平「舊債」，與此同時還不時地使出自己的「殺手?」，讓海外的債務變得無影無蹤。如
一九八五年，美國政府拿日本這一美國大債權國開了刀，採取美元兌日元單方面貶值的策略，致使日
本所持的美元儲備不斷縮水，而戲劇性的結局是美國政府的部分開銷由貨幣升值的日本買了單。日本
作家吉川元忠以哀嘆的口吻把這個過程稱為「金融戰敗」。　　當年的日本人曾經像今天的中國人一
樣，希望依靠自己的勤奮與努力創造物質財富，在那個爭當「勞模」的社會，日本人注重發展實物經
濟，他們不相信不勞而獲的金融財富理念。這種邏輯很單純，即生產質優價廉的產品，再努力向中高
端市場浸潤，最後達到登峰造極。就是這樣的方法使得日本一躍而成世界第一大外匯儲備國和債權國
。?　　《廣場協議》的簽訂，使日元在短短的三年內就升值了一倍。這個協定表面上是為了解決美國
因美元定值過高而導致的巨額貿易逆差問題，然而從根本上看，是美國為了打擊自己的債主—日本。
後來的故事，自然是順應美國利益，這種快速「升值藥方」的療效類似吞服大劑量激素後導致的「向
心型肥胖」，它直接弱化了日本經濟的「金融系統免疫力」，日本就像是一個大胖子，看著很壯實，
卻毫無力氣。隨之而來的經濟泡沫致使日本的經濟市場出現了「三高」症狀。　　然而，幕後黑手的
真正目的是誘發那些嚴重的併發症。日元大幅度升值，致使日本在美國掀起了直接投資的熱潮，日本
人大量地購買美國的土地、房產、賓館、飯店、高級辦公大樓，同時，大規模兼併收購美國的企業。
美國人陷入了恐慌，媒體報導的矛頭紛紛指向了日本。美國政府在媒體的重壓之下，聯合國際銀行家
們推出了新型特效藥——《巴塞爾協議》，要求從事國際業務的銀行資本適足率必須達到百分之八。
這個協議的推出，使得存在資本金偏低問題的日本銀行開始依靠銀行股票高價格所產生的賬外資產。
　　沒過幾年，美國在紐約股票市場利用「日經指數認沽權證」這一新型金融「核武器」發動了對日
本東京股市的「遠端非接觸式」戰略打擊。這一精準的遠端射擊直接使得日本金融系統發生中風，隨
即，日本進入了長達十七年的「偏癱」（部份癱瘓）。法國總統戴高樂曾經大肆地咒?說：「美元就是
強盜。」美國作為當下最大的匯率操縱國掌握著出擊的主動權。當一個國家的外匯儲備減少時，它便
直接攻擊貨幣，使這個國家的貨幣貶值以造成貨幣危機；當一個國家的外匯儲備多時，它便會力推弱
勢美元，以此來拉動全球資源價格暴漲，使這個國家數十年經濟增長的成果在頃刻間化為烏有。所以
說，美元所進行的都是明目張膽的搶劫！到了二十一世紀初，這樣的故事又將重演，美國將拿全世界
開刀，讓手持美元的所有國家為其財政上的赤字買單。　　美元自次貸危機發生之後便開始大幅貶值
，於是世界上的大多數國家都要經受通貨膨脹的考驗，而與此同時，美國正一步一步地擺脫著債務的
困擾。人們漸漸明白了美元的真正意義，它只不過是印著綠色花紋的紙片。於是，熱錢紛紛湧入了房
地產、石油、黃金、白銀等商品的市場中，這些是聯準會變不出來的東西，而沒有了聯準會的參與，
人們才可以稍加放心。然而這樣的湧入，致使原油、黃金等商品的價格如同坐上了火箭一樣暴漲。　
　顯然，在零和博弈的國際外匯市場中，美元的崩潰可能透過資產負債表的骨牌效應推高通貨膨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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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的詭計》

而在這個世界上，許多與美元無關的世人將被打入停滯膨脹的痛苦深淵。通俗地說，美元貶值了，天
下人要一起分擔美國人欠下的債。　　顯然，在美元貶值之前，美國就已經制定好了一份完美的「敗
家子」計畫。　　在「二次大戰」時期，美國總統羅斯福為擺脫經濟困境毅然接受了經濟學家凱因斯
的建議—「為了刺激經濟發展，有多少錢花多少錢，能借多少錢就借多少。」這個著名的提議，就是
美元貶值策略的形成背景。顯然，經過幾十年的時間考證，對美國人而言，這個計畫是完美的，它力
挺了美國的「繁榮盛世」。　　就這樣，到了一九八五年，美國政府終於將自己的積蓄全部花光，從
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淪為了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人們本以為美國會因此而一蹶不振，但出人意料的
是美國人的「債務」並沒有影響白宮主人的睡眠質量。美國政府仍然是能借多少就借多少，其理由是
「只要借債後的投資收益大於債務利息，就是好生意」。　　於是，在美國政府的「企盼」下，美國
的外債年年攀升，債務如同「雪球」，越滾越大。至二○○六年底，其外債已經高達十四兆美元，超
過了美國當年的GDP總量。 ?　　擁有巨額外債的美國政府出手闊綽，特別是在軍費開支上。據美國
國防部公佈的資料顯示，自美國發生「九．一一」事件之後到二○○七年底，美國花費在反恐上的軍
費為五千二百七十億美元，在此之中，僅伊拉克戰爭就耗費了美國四 千多億美元。此外，據專家估計
，戰後伊拉克的石油工業復興需要大量的外國資金，而美國表現得信心十足，擺出了「完全可以應付
」的姿態。顯然，這個世界上的頭號債務國絲毫沒有把自己所欠的債務放在眼?。　　美國不僅僅是世
界上最大的經濟體，更是全球最大的負債國，很多美國的軍事項目都是透過「借錢」來完成的。這是
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因為當年號稱「日不落帝國」的大英帝國也沒有發生過「借錢援助其他國家」
的事情，而現在穩居世界霸權寶座的美國卻是大把地「借錢花」，而且「從來沒有眨過眼」。　　顯
然，當人們瞭解美國的真正用意的時候就會對這一切洞若觀火。美國人的斂財巨手，正是透過美元這
一價值四美分的紙幣伸向了世人的口袋中，而這顯然是這個世界上最大的陰謀。;　　序二：不會終結
的「美國時代」　　在美國經濟陷入危機的前後，關於「美國時代即將宣告結束」的言論屢見不鮮。
事實上，美國的生命力是超乎人們想像的，它不會因一時、一地、一事的變故而衰退。　　早在上個
世紀末期，耶魯大學的教授保羅．甘迺迪就曾經在《大國的興衰》一書中預測，美國會由於自己的過
度擴張而終結自己的霸權時代。於是「美國衰落」成為一時間政界、學界和商界的熱點議題。而到了
二十一世紀初，這個話題再次被人們提及，在各個介面上廣泛地傳播。　　世人都看到，美國深陷伊
拉克、阿富汗等戰爭的困境之中無法自拔，面對著漸漸復甦的俄羅斯，美國又面臨著新的強勁挑戰⋯
⋯?　　始於美國國內的金融海嘯蔓延全球，美國的五大投資銀行紛紛謝幕，「投行時代」走向了終結
。顯然，美國經濟面臨著自冷戰結束後最為嚴峻的挑戰。　　美國的金融危機從華爾街蔓延至全球，
一時間，那個舉世矚目的金融中心成為全球金融大地震的震央。然而，華爾街的神話就要破滅了嗎？
「美國時代」走向終結了嗎？「美元霸權」這一貨幣格局即將被顛覆了嗎？?　　自一九六○年代起，
關於「美國衰落」的論調就一直沒有停止過，然而美國並沒有像一些危言聳聽的預言家所說的那樣走
向衰敗。在近五十年的歷史中，美國向世人展現了自己旺盛的生命力。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羅
伯特．吉爾平在對歷史上霸權興衰的研究中指出，一個霸權走向衰落主要有五個指標，即經濟發展水
平和增長率下降、消費水平高於生產水平、維護全球政治統治的成本提高、軍事開支超出承受能力、
新技術革命落後於其他國家。如果採取一一對比的方式，人們就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國在如今國際體系
中的位置。　　顯然到目前為止，經濟的衰落是「美國衰落」論調的主要依據，美國在全球經濟中的
比重在持續下降。然而在經濟總量的排行榜上就可看出，前九位的國家和經濟實體分別是歐盟、美國
、中國、日本、印度、德國、英國、俄羅斯和法國，據資料統計，這些國家的GDP都在二兆美元以上
。然而排在第一位的歐盟雖然在總量上與美國接近，但是作為一個組織，無論是在國際政治、經濟上
，還是在軍事中的表現來看，都很難把歐盟當作是一個密不可分的整體。顯然，它不具備作為一個整
體出現的要素。　　縱觀全球，最有可能追上美國的是中國。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計算中，按購買力
平價統計，二○○七年中國的GDP近七兆美元，是最接近美國的國家。然而，如果按名義（名目
）GDP計算，人們就會發現，中國的GDP只有二兆美元。據美國研究機構估計，直到二○二五年，中
國GDP才是美國的二分之一。也就是說，雖然中國擁有著許多「落後國家的優勢」，其經濟增長速度
高於美國。但是，因為經濟水平的差異，在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中國是無法挑戰美國「經濟規模
第一」的地位的。　　此外，就全球的經濟比重上看，美國在二○○七年全球經濟總量所占的比重超
過了四分之一，約占百分之二十七。很多著名的美國學者提出，從一八八○年美國崛起到二十一世紀
初，美國經歷了一百二十年的奮鬥歷程。除了「二次大戰」這一特殊時期外，美國的經濟比重一直維
持在百分之二十五左右。而就全球的發展局勢上來看，這樣的格局還會持續下去。?　　就美國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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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的詭計》

其軍事開支確實巨大，但是它的綜合實力是占絕對優勢的。美國用於軍事上面的開支大到了很多國家
根本不能望其項背的境地。一直以來，美國都借助了自己軍事上的絕對優勢來維護其他霸權體系，如
美元霸權。很多高舉著「美國衰落」論調的人們也承認，僅在二○○八年，美國的軍事開支就達到了
六千億美元，而這個數目是全球軍事開支的一半。於是，美軍保持著自己的海、陸、空、太空等各個
領域的絕對領先優勢。　　顯然，每個人都想知道美國是怎麼擔負起如此沉重的經濟包袱的。有資料
表明，美國的軍費開支占GDP的百分之四左右，而在冷戰時期，這一數據曾是百分之十。美國發動的
伊拉克、阿富汗戰爭雖然號稱是開支龐大，而事實上，其消費連美國GDP的一百分之都不到。因此說
，美國成　　為世界第一是一回事，然而它以最小的代價成為第一卻是另外一回事。?　　美國是消費
大國，仗著其發行世界貨幣的絕對優勢，美國上至政府，下至普通的百姓都過著借貸消費的生活，這
是他們的生活方式。就這一點而言，美國似乎即將走向衰落，然而，當仔細分析了當今世界的經濟形
勢之後人們就會發現，現實並非如此。　　美國的儲蓄率是零，整個國家擁有著可觀的貿易赤字、財
政赤字和經常帳戶赤字。這是美國社會中最為突出的問題，也是美國人感到憂心忡忡的原因之一。然
而，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雖然美國是一個消費高於生產的國度，但是縱觀全球的經濟模式，仍然
是生產高於消費，所以，即使美國人熱衷於消費，也沒有為其帶來投資短缺的問題，仍然有大量的美
元回流和大量的投資者紛紛湧入，而美國也繼續對外國進行投資活動。此外，美國擁有別國所沒有的
王牌—美元，美國政府會採取各種方式來保全美元的霸權地位，精明強幹、利益至上的美國人不會輕
易地給任何國家以可乘之機。　　另外，就新技術革命的發展趨勢看，目前還沒有國家可以與美國抗
衡。目前世界矚目的很多項未來關鍵技術中，美國的水準要遠遠領先於其他國家。就生物技術而言，
美國在二○○五年的生物技術產值為五百億美元，在當時占到了全球的百分之七十六。排在第二位的
是歐盟，然而歐盟的產值是美國的百分之二十，相差懸殊。此外，從教育基礎上看，美國更佔有著世
界絕對優勢。在聞名全球的十所頂尖大學中，美國占八所；在全球一百所最好大學中，美國占六十八
所。顯然，美國擁有更多的後起之秀。　　在「美國衰退」論中，最常提到的是美國管理世界的難度
和費用過高。這當然是美國霸權所面臨的最大問題，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和普及，「反美派」只需要
以極少的行動就可以在美國國內引起大恐慌，如恐怖襲擊。在這些威脅面前，美國顯得力不從心。然
而，這些威脅對於一個具有強大的軍事實力和政治影響力的國家而言，顯得輕如鴻毛。　　當然，美
國是需要變革的。幾十年來，美國維護其霸權地位所採取的一系列措施都顯得過於老套。面對金融危
機、全球變暖、人口老齡化、非法移民等新的世界問題，美國應該更新自己的統治秩序，換種思維和
方式來應對，這樣才能適應這個多變的世界。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的是美國的經濟、軍事和科技
實力均未出現衰落的痕跡。其他國家都在以美國為目標而不斷地更新自我，但是美國也在不斷地向前
發展，而且就潛力和活力而言，美國不遜於任何其他後起之秀。然而，未來美國的全球地位是否會下
降，這不取決於一段危言聳聽的論述，也不取決於一次金融危機，其根本在於美國能否有效調整自己
的霸權模式，適應新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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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美國做為「世界的印鈔機」，憑藉金融霸權統治世界經濟，在美元的升值與貶值上挖空心思，輸
出經濟危機，藉助美元世界貨幣的地位在政治與經濟上打壓可能出現的對手，日本在經濟騰飛時也沒
有能占到美國的便宜，歐元一出生便步履維艱，人民幣現在成為了美元的下一個對手，如何利用美元
無可匹敵的統治地位來影響中國和世界的經濟走向是美元的長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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