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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战争》

前言

　　苏黎世塞费尔德区一栋别墅的地窖里，藏着一打旧的铜版画，它们描述了有史以来最令人惊愕的
一起金融事件：即由苏格兰的投机者和数学家约翰-劳给股市带来的投机性狂热。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
去世之后，劳创造了由不动产支撑的新货币，试图用它来挽救贫困的法国经济、解救挨饿的民众，不
过这一尝试以失败告终。这些旧铜版画再现了围着金牛犊跳舞的场景和巴黎18世纪的“华尔街”甘康
普瓦大街，这所有一切都在那里发生。　　这些铜版画不是一直都待在地窖里，我在关于约翰·劳的
一本旧荷兰历史书中看到过它们。我深深被它的艺术所吸引，所以把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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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战争》

内容概要

《货币战争(黄金篇)》探讨真正的货币，而不是那些花花绿绿的纸票。黄金，这一市场法则选择的真
正的货币，而各个国家的中央银行似乎准备联手将其逐出货币体系。其结果是那些没有实际价值的纸
票及其众多衍生物成为货币体系的主导。这些所谓的“货币”不过是国家向个人开具的借条，但是黄
金战争的真正目的确是让这些借条永不到期。
费迪南德·利普斯通过《货币战争(黄金篇)》，向全世界看不到这场战争的人讲述了黄金如何被暗算
和颠覆，而货币法则的力量又如何让那些对黄金有所企图的人万劫不复。
《货币战争(黄金篇)》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试图告诉我们——至少在人类社会，黄金不只是一种元
素或固体金属，它是自由的真正载体。无论黄金战争的发动者是叫嚣，还是密谋，都不能改变黄金与
自由融为一体、无法切割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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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战争》

作者简介

费迪南德·利普斯，1931年出生在瑞士，是黄金问题的权威专家，多年来在黄金和黄金市场上建立了
令人尊重的地位和卓越的成绩。他的事业开始于银行业，他在苏黎世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一起创建了罗
斯柴尔德银行（Rothschild Bank），担任执行董事一职。 1987年，他又在苏黎世创建了自己的利普斯
银行（Bank Lips AG）。1998年，在将银行的股权售出后退休。不过，利普斯先生并未就此闲下来，而
是继续活跃在银行、黄金和金融领域。他是多家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包括一些非洲黄金矿业公司。他
也是纽约货币教育促进基金理事会的理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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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战争》

书籍目录

序一自序导论第一章  货币前传  古希腊人和黄金  古罗马人  东罗马帝国  阿拉伯人  黑暗时代   文艺复兴
时期的黄金   征服者  现代早期的黄金  19世纪的金本位制   金本位制下的股票和债券市场   19世纪金本
位制的中止  货币年表  金汇兑本位制登台   金本位制暂时结束  罗斯福新政第二章  向黄金宣战  美国的
反黄金政策   20世纪30年代通货紧缩时期的金矿股票   黄金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布雷顿森林体系   著名的
证人  1946年的《就业法案》   20世纪50年代的美联储  黄金开采公司的股价开始走高  20世纪60年代的历
史  不流泪的赤字第三章  闪击黄金的代价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黄金陷阱  “黄金总库”   其他货币金属—
—白银   黄金总库的崩溃  “黄金短缺”的谎言和特别提款权的创立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股票市场 第
四章  暗算与背叛  黄金总库瓦解后的影响   尼克松总统关闭黄金窗口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史密森协定”   定时原子弹的诞生   纸币体系总是以失败告终   学术界的观点和影响   保罗·萨缪尔
森的货币理论  黄金购买者  黄金的囤积者、投机者和购买黄金的“犯罪分子”   石油输出国组织和石
油财富的作用   有问题的经济增长计算数据与真实的通胀率   整个世界在购买黄金   伦敦在黄金市场上
的反击   美国人处理黄金的新方案   纽约商品交易所  史上最大黄金卖空潮的失败   德国德累斯顿银行带
给金市的震动   官方拍卖黄金失败   财政部的撤退   伊朗危机推动黄金价格冲到每盎司850美元   银价的
兴衰与亨特兄弟   东方人的智慧   具有永久购买力的黄金对决纸币  20世纪70年代的结束与黄金牛市的
结束第五章  阴谋者的小胜  黄金进入持续熊市  美联储的改变  世界经济管理趋向更保守  美国黄金委员
会  20世纪80年代的黄金生产  黄金首饰与黄金开采业  黄金生产商应对较低黄金价格的策略第六章  昏
招频出的时代  带给法国毁灭性打击的约翰·劳  20世纪90年代末黄金价格下跌的原因  中央银行活动的
重大变化  世界黄金委员会的活动  欧元与欧洲央行所持黄金的作用  中央银行销售黄金的恶果  阴谋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愚蠢  媒体抵制黄金  黄金的瓦解与黄金时代的结束  特别的奥斯卡金像奖——攻击
黄金时间最久、程度最恶劣的人  黄金与文化  法国央行的黄金政策  央行的愚蠢表现  真正由中央银行
家决定的是什么？  银根松动的支持者  黄金战争日趋恶化  20世纪80～90年代黄金市场的剧变  新盟友
：贵金属银行、投资银行和纸黄金  黄金贷款/期货销售  谁是玩家？  黄金租赁利率  对冲基金和投资银
行也破坏黄金价格  中央银行的愚蠢，黄金贷出就是销售  中央银行和投资银行促成的黄金开采业灾难  
加纳阿散蒂的悲剧  对冲还是投机？  黄金开采业会有辉煌的未来吗？  对冲交易会杀死下金蛋的天鹅吗
？  黄金开采业发生灾难的可能性  20世纪90年代的黄金与黄金开采股票  谁赢？谁输  南非可能赢得黄
金战争第七章  瑞士的倒戈  黄金战争的悲惨转折  瑞士央行的鲁莽使自己丧失了独立性  瑞士货币的演
变  撰写此书的目的  金融界的马里格纳诺战役  谁为瑞士干酪打孔？  瑞士央行不再通过国际清算银行
销售黄金  依靠瑞士法郎  英格兰银行的困境  两个金融中心相似的厄运结局  黄金的“不死传说”  世界
上最富的国家靠救济维生  美国人的勇气  黄金反垄断行动委员会  黄金衍生工具的危险金融业内外的声
音致谢精选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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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战争》

章节摘录

　　第一章 货币前传　　了解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黄金市场的发展状况，或者研究一下19世
纪金本位制结束后黄金市场的变化，都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今货币体制的情况。布雷顿森林体系实际并
不是金本位制，而是“金汇兑”本位制或者说是“美元汇兑”本位制，就像威廉·勒普克所讲，它是
性质上已发生改变的金本位制，也是一个“危险的代理人”，例如，它将世界经济带入不稳定的通货
膨胀期，随后又进入通货紧缩期，在20世纪引发两次危机。1922年意大利热那亚召开的世界货币会议
上决定采用“节约黄金”的原则，实行金砖本位制和金汇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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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战争》

媒体关注与评论

　　费迪南德?利普斯所写的这本书让我们深入理解了为什么黄金在许多社会中都是经济稳定的坚实根
基⋯⋯但这一经济基础不能带有某一国家的特殊印记。　　——阿布特，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教
授　　利普斯先生坚持认为黄金是唯一的货币，不过这一观点却得不到政治家们支持⋯⋯我建议每一
位现代商人都读一读此书。　　——马克?布里斯托博士，兰德黄金资源公司首席执行官　　黄金战争
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确，这是完全不同的战争故事，这是一本非常珍贵的书。　　——伊
丽莎白?柯里尔，货币研究与教育委员会主席　　费迪南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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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战争》

编辑推荐

　　经济危机一再证明，黄金才是真正的货币，黄金和自由是无法切割的一体。　　揭示一场从民众
手中“榨取”黄金的全球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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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战争》

精彩短评

1、nihao
2、内容过于沉闷
3、可以好好看看，转一下思维
4、经济危机一再证明，黄金才是真正的货币，黄金和自由是无法切割的一体。
揭示一场从民众手中“榨取”黄金的全球骗局。
费迪南德·利普斯通过本书，向全世界看不到这场战争的人讲述了黄金如何被暗算和颠覆，而货币法
则的力量又如何让那些对黄金有所企图的人万劫不复。
5、还行 大致还是讲纸币代替黄金的阴谋
6、学到了很多，给人以一种新的观点去认识问题
7、相当不错的，可以需要的朋友值得一看
8、通过本书，向全世界看不到这场战争的人讲述了黄金如何被暗算和颠覆，而货币法则的力量又如
何让那些对黄金有所企图的人万劫不复。
9、平时看看，对做黄金也挺有感触的
10、别的推荐的，还没来得及看
11、关于黄金的书籍中，我还是最推崇宋鸿兵先生的《货币战争1》，振聋发聩；然后傻乎乎就去实践
了，几乎所有的积蓄都抄成金条了。现在看起来，相当划算，躲避过了这一轮全球财富的乾坤大挪移
！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各国政府忙着帮富人抢夺穷人财产，如果你没有企业，没有存货，没有固
定资产，仅有现金，那就成倒霉蛋了；你的财务不知不觉间已经转移到相当一批08年本应破产的无赖
赌徒手里了。这帮赌徒玩的是大杠杆，比如雷曼33倍，赚了算我的，赔了全球买单，这买卖划算；可
惜苦了老百姓了，油条涨价了，馒头涨了，学费涨了，工资好像也涨了，尽管涨的那么不合比例。
后来关于黄金的书，多少都翻一翻，但已经全然没有宋鸿兵先生的观点那么让眼球发跳了。
12、中文名称就是吸引眼球的
13、这本书好像是番外篇哦，不是一套
14、以史为鉴，明白过去，投资未来。
15、很好的书，假如除了理论更多一些实战介绍或假设性预设问题及演示结果就更好了，否则老百姓
无从下手呀！为了国家与国人作者应更掏些真金出来！如过去国内外重大经济事件时各种数据——这
是很难弄到的——参考意义会更大！
16、黄金，永远的硬通货！
曾经认为黄金无用，不能吃，不能用，要它何用？
曾经认为人民币有用，可买需要的很多东东！
但有一天突然意识到，人民币飞快贬值，而黄金价值稳健！
在这里建议大家，如果有钱，就买黄金吧！
17、这本书看起来很晦涩，主要还是看的名字是货币战争，才买的，但和前面看的货币战争相比较起
来要费力很多，如果不是从事黄金这个行业或者对于货币、期货、金本位了解到一定程度，这本书看
起来会很累。
18、不错 看了这本书爱上了黄金
19、受益匪浅。。。金本位的真理终于确立
20、没看完，感觉没有宋鸿兵的第一本货币战争写的好！也许是看的书太多了！听说索罗斯开始看多
黄金了！
21、很好的经济类书籍
22、西城儿童图书馆借
23、一本让人看了很想买黄金的书，o(╯□╰)o
24、黄金的战争
25、全新的观点。可以理解一些不知道的金融规则。
26、很不错，本书核心就是金本位。用了整本书，就是讲什么是金本位和它的作用及意义，有很多引
文是经济学不错的参考~
27、当当上的树枝良好送货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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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战争》

28、黄金的现在发展历史
29、看过就知道了，也许没什么用，但是可以看到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30、资深银行家的独到看法
31、我当时买的时候想着提升自己的投资理论水平呢，可这是个美好的愿望，书挺好的，可是我感觉
我看了就忘了，要不然就是货币这个东西太深奥，我没真正看懂，也没坚持读完。大半年了，我才看
了四分之一。
32、以前没有人注意过这个问题，这次终于看到了，终于明白不是不好的。
33、正在读，作者的观点警醒世人，黄金才是真正的主权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法币迟早会淘汰，最终
会被黄金战胜。通货膨胀都是法币惹的祸。否定了凯恩斯的理论。
34、学学吧，学点金融知识，学点理财方法也不错
35、我不是学习金融的，也不是学习经济的，只是有个同学（学金融的）说想要本书，所以就给她买
了这个，我看了两天，不懂啊，可能是本好书吧。
36、书中资料比较老，不过内容还不错
37、作者旨在说明金本位如何如何好，说金本位总会回归，说在金本位回归后，最受益的莫过于那些
曾经投资黄金的人们。可是金本位会回来吗？当然我们也知道美钞已经被美国当卫生纸来印了，可是
听说在美国，99美分依旧可以买一个小收音机呢，，，美钞的贬值只在于贬值其外债吧，即使众债权
国要求加息什么的，也会慢了半拍。之于美国的人民，购买力并没受到很大的损失吧，我猜是这样的
。金本位貌似不会回来的，因为作者只是黄金投资者，不是当权人。如果金本位无法回归，黄金就是
一个投资项，是内行人对外行人圈钱的工具，仅此而已。
38、此书玩版面和字体的巧，定价太高，不值
39、书的质量很好，未看
40、商品质量不错，速度也很快。
41、学习了，对有些模糊的东西有了些许的认识，对我国当前的金融状况担忧反倒增加了，国强才能
民富，民本来就不富，国家要受到一些影响，老百姓又要紧衣缩食了
42、一般了解还行
43、是一本讲黄金历史的书，读起来有点枯燥，不过对于了解黄金的重要作用还是有一定的帮助。
44、但是材质不错！
45、货币战争黄金篇给与我们的不仅仅是历史，更是视野。
46、费迪南德·利普斯通过《货币战争：黄金篇》，向全世界看不到这场战争的人讲述了黄金如何被
暗算和颠覆，而货币法则的力量又如何让那些对黄金有所企图的人万劫不复。

本书探讨真正的货币，而不是那些花花绿绿的纸票。黄金，这一市场法则选择的真正的货币，而各个
国家的中央银行似乎准备联手将其逐出货币体系。其结果是那些没有实际价值的纸票及其众多衍生物
成为货币体系的主导。这些所谓的“货币”不过是国家向个人开具的借条，但是黄金战争的真正目的
确是让这些借条永不到期。

黄金，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货币！
47、这本书很值得看，比如今年黄金价格一路走高，对黄金期货现货交易者来说，很有帮助！
48、明白了黄金的真正价值。
49、本人第一次想研究一下货币，所以有点看不懂，但慢慢啃还是很有味道的
50、想赢，我们必须先了解世界
51、还米有时间去读
52、黄金就是一切
53、这书名被宋鸿兵给QJ了，差点没看的欲望，不知道打分为什么这么低，总体来书还是不错的虽然
废话比较多
54、当时学经济的时候疯了，买这本书，现在是完全没有那个心看下去
55、一起看过一些，在看看系列的书籍
56、才看了两章...不过感觉很好啊!!!
57、对黄金的历史和价值阐述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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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战争》

值得一看的好书！
58、别人推荐的，书的封面太脏了
59、较全面的介绍了贵金属充当货币的来龙去脉及为什么贵金属会上涨，值得一读！！
60、不是很好，如果想了解黄金历史，不是很合适
61、翻了一遍，留有一点印象吧。正在关注当前的黄金市场，黄金是天赋货币，是市场法则下自然选
择的结果。
62、有参考价值，教育理财。
63、内容应该还算不错的，可是写得不好，翻译得也不好，看着无味。
64、方便 实用方便 实用方便 实用
65、阅读开阔视野
66、可以和《黄金简史》对照着看，观点相左，很有意思
67、当小说看
68、看的有点吃力⋯⋯"没有实际价值的纸票及其众多衍生物成为货币体系的主导。所谓的“货币”不
过是国家向个人开具的借条，但是黄金战争的真正目的确是让这些借条永不到期。" 
69、接下来等着什么时候出“白银篇”
70、结构不是很紧凑，但也明白了一些事
71、本书探讨真正的货币，而不是那些花花绿绿的纸票。
　　黄金，这一市场法则选择的真正的货币，而各个国家的中央银行似乎准备联手将其逐出货币体系
。其结果是那些没有实际价值的纸票及其众多衍生物成为货币体系的主导。这些所谓的“货币”不过
是国家向个人开具的借条，但是黄金战争的真正目的确是让这些借条永不到期。
　　费迪南德·利普斯通过本书，向全世界看不到这场战争的人讲述了黄金如何被暗算和颠覆，而货
币法则的力量又如何让那些对黄金有所企图的人万劫不复。
　　本书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试图告诉我们——至少在人类社会，黄金不只是一种元素或固体金属
，它是自由的真正载体。无论黄金战争的发动者是叫嚣，还是密谋，都不能改变黄金与自由融为一体
、无法切割的事实。
72、看看真正的货币，了解经济的实质
73、不是学经济的看着有点费劲
74、和货币战争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75、货币战争：黄金篇
76、黄金大战啊，多降一吧，我看中了一套。。。
77、很充实的一本书，可以建议父母买给读高中的孩子，因为书中部分专业名词高中历史会有提到，
例如布雷顿森林体系，有关的背景高中历史的书本都会有提到。就算涉及很多名词  内容也不会很枯
燥，不会很难，相反作者写得很容易懂，很容易就能让人理解。
    书中很多的政策手段都让人看得很过瘾。
     不过如果此书会重新出版的话强烈建议换封面，封面做的不是太突出。
78、看书往往都是接触不同的观点，以及扩充自己的知识面，我觉得不用片面的去评判作家的观点是
否正确，这位瑞士作家的写作方式本身就很令人欣赏，运用大量经济史实并加以分析，抛开观点对错
不谈，对经济史的了解也很有意思
79、从股市泡沫到房地产泡沫，美国始终通过纸变钱的游戏掠夺全球资源，源源不断的美元在全世界
泛滥。然而，游戏还能玩多久？资产泡沫背后，隐藏的是更危险的债务泡沫。从房主因债务增加导致
的崩溃，到房贷引起的银行危机，再到恶性通货膨胀的产生，本书揭示了这一链条未来的裂过程。美
国通过债务掠夺了全球财富，最终将自食其果。书中透视了美国债务引发经济萧条的深层原因，揭秘
美国主导的金融游戏的真面目，并对未来艰难的经济形势进行了预测：美元将会崩盘，更深层的经济
冲击尚未来临，下一场货币战争即将展开⋯⋯
80、书的感觉挺好的
81、伟大博弈
82、其实黄金应该是唯一的货币。但是人们现在却相信不安定的纸币。
83、某些标准，是不能被放弃或者被遗忘的。
84、老公很喜欢。质量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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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很好的一本书，研究和投资黄金的人必看
86、看的吃力。
87、我简单看了看，不实很喜欢！
88、相见恨晚，建议大家都读一读！值得分享！
89、货币战争，黄金这本书从黄金这一历史上特殊货币讲起，特别是金本位制，在金融危机的今天唤
起不少人的记忆。
90、不错的书，值得看。黄金篇一级棒！这位瑞士作者真的懂行
91、手机上看的不过瘾，还是看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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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Ferdinand Lips在自序中清楚的表达了写作的目的“它的目的在于唤起人们对历史的关注。”GOLD
WARS是一本关于黄金的书，“书中讲述了很多关于瑞士的货币历史事件”。在自序的最后作者也对
自己写下这本书的能力进行了说明：“我不是经济学家。就我50年的职业经历而言，我是一位有实践
经验的银行家。”虽然作者认为自己不是经济学家，我想那是因为作者不是搞理论经济学出身的原因
，但是作为一名有着50年银行工作经验的银行家，就足以成就一位“实践派经济学家”了，而经济学
本身就是一门实践科学。作者在自序中间直白的表达了当今政策决策者的不满：“今天，政治决策制
定者只是名义上对我们的货币负责。在一个世纪的极度通货膨胀后，我们只能总结出，他们并没有尽
责，因而最终以惨败收场”，“我不会期望政治家做任何事情，应为他们不会改变。他们利用政治所
做的一切就是破坏货币的购买力。”虽然作者“不会期望”，但这只是一种愤怒感情的宣泄，作者任
希望统治集团有所改变，“我们今天期望统治阶级做的唯一事情是修补工作”，“他们应该学会更加
理解民众，应该清楚，人类的模式5000年来从未真正改变。”作者正是希望通过本书的出版，给想学
习货币历史的人们提供一点参考资料，以期望未来有所“改变”。在导论中，安塔尔·费克特有一个
精辟的比喻，他把不可兑换的债务货币比作巴别塔，即人们想通过不可兑换债务货币来对抗上帝。上
帝并非真实存在，他只是一切真理的化身，人们想通过丑陋而又可笑的不可兑换货币来战胜真理，只
能说同样的丑陋而又可笑。这场战争现在已经进入了第一个高潮——欧元区债务危机，希腊社会到底
何去何从，我想当初的政策制定者早就心知肚明了。“黄金是天赋货币，是市场法则下自然选择的结
果”。从一开始的物物交换，到一般等价物的交换，黄金凭借自己天然的属性确定了“一般等价物”
的资格，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为设定的信用货币取代了天然的黄金，也正因为如此才产生了一系
列的后果。作者在第一章介绍了黄金在古希腊、古罗马、阿拉伯、文艺复兴时期的故事，认为严格遵
守黄金本位制是这些国家保持强盛的原因，而一旦货币和黄金间的锁链被打破，那么国家离破灭也就
不远了。“因为流通的货币不断贬值，它的可信度降低，在商品上的投机远比生产商品更具有吸引力
，于是由投机和赌博而引起的腐败、骚乱、违法像瘟疫一样侵蚀了整个罗马，加速了它的灭亡。”金
本位制良好运行的典范，无疑是大英帝国。在1664到1914这250年间，除了英法战争期间，物价指数一
直保持平稳。以1664年为100，到1914年，也就是一战开始的那一年，物价指数甚至降低到了91，在经
济发展的同时还能降低物价，现在的经济学家们可能怎么也想不明白。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工业革
命期间一直使用的是金本位制，黄金不仅没有像一些人说的那样造成了通货紧缩，反而促进了各国从
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如果说在那种社会财富极度增加的情况下，黄金都显得游刃有余，为什么现
在反而有些人觉得黄金不太够用呢？自从政府发债，银行印钱，人民纳税的凯恩斯主义成为各国政府
的主要政策依据后，黄金就从价值的守护者成为了“野蛮的遗迹”，向黄金开战的时机来了。1933年
罗斯福上台，在大萧条的背景下，罗斯福命令美国人民放弃金本位制，并且不允许持有黄金，一直
到1975年，在美国持有黄金都是非法行为。取消金本位制后，FED开动印钞机大印美元，这确实给美
国冲出低谷提供了足够的动力。James Dines在《无形的碰撞》中写到：“我肯定，从短期（40年）来
看，罗斯福‘新政’将成为经济制度史上最伟大的成功，不过从长远来看，它将成为最糟糕的失败。
”二战结束前的1944年，美国凭借其强大的实力迫使世界主要的44个国家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即
黄金和美元挂钩，各国货币和美元挂钩。这是即1922年热那亚会议后，人类建立的第二种金汇兑制度
，这时的货币仍然以黄金为最终支付手段，还没有脱离黄金的庇护。布雷顿森林体系有一个重大的缺
陷，即“特里芬难题”。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成为各国的储备资产，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对
于美元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这就需要美国保持长期的贸易逆差；另外一方面长期的贸易逆差导致了美
元的不断贬值，而一种不断贬值的货币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储备资产的。这就决定了布雷顿森林体
系在建立之初，就已经预见到了破灭。随着时间的发展，很快就有很多聪明人发现了美国的这一骗局
，各国都开始用美元换回黄金，这造成了黄金的大量外流。1949年底，美国黄金储备油7亿多盎司，
到1960年底，美国的黄金储备下降到大约5亿盎司。美元的颓势让美国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动，而他们的
行动从逻辑上看也确实会有效，就是建立一个黄金基金来满足市场对黄金的需求。1961年，美国和欧
洲主要7国建立了Gold Pool，以后每当伦敦市场上黄金需求增大时，Gold Pool就大量抛售黄金。Gold
Poor建立后，金价确实得到了稳定，固定在35美元一盎司上。Gold Poor第一阶段的运行让建立者十分
满意，但成绩却是建立在一系列运气之上。一是苏联由于国内农业问题，大量出售黄金换回粮食，二
是与此同时，南非也大量增加了黄金出口。这么大的黄金供给量减轻了Gold Poor的压力，然而运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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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一直持续。1964年，英国工党上台，带来了大量抛售黄金的压力。随后法国的戴高乐总统也对美元
发起了强烈的进攻，并呼吁恢复金本位制。到了1968年，美国的黄金储备下降到了3亿盎司，Gold
Poor终于抗不住了，随之华盛顿宣布Gold Poor解体。1969年3月18日，美国国会取消了FED发行的美元
必须有25%的黄金储备支撑的强制要求。在这一时期，发生了“金融领域最严重的诈骗之一”，这就
是特别提款权（SDRs）。特别提款权这东西是个怪胎，一方面被定义为相当于黄金，另一方面又宣布
，它不可以兑换成黄金。正如作者所说，“它是进行现代炼金术的一次无耻尝试”。美国欠的美元不
断增加，越来越多的央行要求兑换美元。当英格兰银行和瑞士央行也要求兑换美元时，尼克松总统做
出了回应。1971年8月15日，黄金兑换窗口关闭。这是一种委婉的不履行责任的行为，虽然没有明确的
说明，但美国政府已经无力进行黄金兑换。从此，美元和黄金最后的联系破裂了，美元只不过是一种
法币，FED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货币扩张了。虽然金本位在1971年就已经瓦解，但依赖于金本位的固
定汇率制任然毫无道理的保留到了1973年。当尼克松认识到美国再也没有能力按照固定汇率满足美元
兑换成黄金时，运行了30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终于瓦解了。为了说服世界主要国家的公众相信纸币强
于黄金，美国财政部发起了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卖空潮。这种安排和上一次的Gold Poor一样，逻辑上具
有可行性，但显然没有Gold Poor的好运气。虽然美国财政部的黄金卖空量十分巨大，但黄金价格还是
一路高歌猛进。1979年10月16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废纸定期举行的黄金拍卖活动。在1980年1月，黄金
价格创下史上新高，每盎司850美元。80年代，黄金进入持续的熊市中。1981年，推崇金本位制的里根
总统要求建立一个黄金委员会，然而历史告诉我们美国政府显然没有遵从总统的意见。在这10年中间
，黄金价格在300到500美元每盎司之间波动，每当国际形势严峻的时候就会冲到500美元。中央银行金
库中的黄金除了具有储备资产的作用外，似乎没有什么其他的作用。然而在80年代初，不甘寂寞的华
尔街发现了从黄金中获得现金流的秘密。华尔街让中央银行以1%~2%的利率把黄金借给金融机构，然
后金融机构再以3%~4%的利率把黄金借给黄金开采公司。黄金公司可以立即在现货市场上出售这笔黄
金，然后用现金来进行黄金开采，只要在未来用新开采的黄金偿还借入的黄金即可。这一过程如果到
此为止，似乎确实增加了黄金的生命力。不过，很快这一行业就变成了爆发性的投机机器，各种基于
黄金的衍生产品被开发了出来。中央银行或者黄金开采公司起初都没有认识到，这种行为转变成了恶
性循环，造成黄金的价格越来越低。从1971年后，世界上就只有瑞士一个国家的货币依旧保持和黄金
挂钩。不过在20多年后，黄金资源丰富的瑞士也沦陷了。瑞士在1992年加入IMF，在我看来，这对于
一贯保持中立的瑞士来说，简直是不可理喻。在人们的心目中，瑞士银行系统是世界上最安全的银行
系统，瑞士之所以有如此的美誉，就是因为瑞士法郎有40%的黄金储备支撑。其实在瑞士加入IMF的
那一刻开始，最后的“黄金守护者”——瑞士就已经表明他也即将背叛金本位。IMF的条款规定，禁
止成员国遵守黄金支撑货币的原则。瑞士一旦加入了IMF，就决定了最终瑞士也会离黄金而去。1997
年6月19日，瑞士通过了新的国家银行法案，支撑瑞士法郎的黄金储备从40%减少到25%。在书的最后
，作者明确的表明了金本位制度丧失带来的一系列危害。“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交战国没有急于
采取放弃金本位制的愚蠢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可能不会持续超过六个月，因为交战国用于战争的黄
金会用光，公众将拒交战争税。我坚持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持续这么久的原因是金本位制被放弃，
赤字财政才可能使得这场战争持续了4年多⋯⋯”。“如果不是因为对黄金操纵不当，也不会出现希
特勒，当然也不会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
2、用《金融简史》里的我的评论来说就是：简而言之，我们的财富既不在于我们诺克斯堡的地下保
险库里，也不在银行的总分类账上，它存在于我们周围，存在于我们过去所生产的数量惊人的财富里
，存在于我们将来能够生产的产品中。（也就是国家的物质财富生产能力，并非纸币和黄金）黄金只
有交换价值，虽然随着科技和知识的发展，我们能制造出使用价值更高的商品，但黄金本身却不具有
使用价值，因为它只能一定意义上衡量财富，却不能代表财富，顶多是一种和股票之类的负相关的投
资产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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