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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美元与权力》

内容概要

我们怎么去理解二战以来的国际货币关系的政治呢？本书作者弗朗西斯·加文教授从美国和欧洲的文
献挖掘以及应用经济分析和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来，对固定汇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美元-黄金可兑换
性进行重新评估。
加文教授指出，布雷顿森林违背了传统智慧，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体系。很容易出现危机，需要不断
的干预和控制才能继续运作。
更重要的是，战后的货币关系并不是一种药膏政治，经常出现激烈争论甚至紧张的局面。事实上，在
政治化的全球支付系统中，允许使用货币的国家强制实现政治和安全的目的，造成西方联盟内的深层
矛盾。盖文首次披露了这种显著的影响，这种货币关系造成的裂痕在一个危险的冷战时期，使得美国
逐渐实现自己的政治和军事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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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美元与权力》

作者简介

弗朗西斯·加文（Francis Gavin）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汤姆·施立柯国际事务教授，罗伯特
施特劳斯中心主任，是一位领先的美国外交政策的学术权威、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他的教学和研究
兴趣包括美国外交政策，尤其是国家安全事务、核战略和军备控制、总统的决策以及国际货币关系的
历史。他是美国罗伯特施特劳斯中心和国际安全法和汤姆斯利克国际事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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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美元与权力》

精彩短评

1、3.9星，有点枯燥。
2、前面讲经济还算有意思，后面讲政治，就不感兴趣了，而且还赘述。心疼美国，熊孩子王
3、不要被一时表象迷惑！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说的就很好 ！
4、唔⋯基本面總歸是我的最愛⋯對Bretton Woods System更全面的了解，一場博弈論，雖體系崩潰，
然影響尚存。說起黃金呀，裡面水深得很昂～高盧雞總歸是故事裡面犯二鬧sb，最後黃金沒換成，賠
了夫人又折兵⋯FOMC昨晚出招太厲害了，看得人家肉跳> <
5、细细研究，了解一下。
6、还不错，送货大叔很和蔼
7、好
8、太他妈啰嗦了，目前觉得仅次于《世界是平的》。不过角度很新颖，还是值得一看。
9、详细介绍世界金融体系建立过程
10、书挺好看的，值得一看！很值！
11、看完了，对国际经济关系的认识更加深刻了。
12、本书的内容辜负了书名，更合适的标题应该是《1958~1971，美国国际收支与政治军事外交政策的
研究》⋯⋯相信我，这绝非一本通俗读物⋯⋯
13、在图书馆偶然看到这本书，比较喜欢他的封面和名字，就拿下来读一读，结果磨蹭了2个月才看完
。。。看的不是很懂。。
14、告诉我们政治历史背后不要忽视经济问题，考察战后西方外交，国际收支平衡是重要一点
15、018. @20160113. 重点强调了在德国驻军的军事开支对美国赤字的影响，颇有新意。但从数据来看
，如此侧重驻军支出实在是偏了题。当然，作者在书中也让我们看到，汇率，乃至整个全球货币体系
，绝非纯粹的经济考量那么简单。
16、这本书无论怎么说好，都不为过。。。。
17、不一样的视角
18、很好，能学到很多东西····值得一看··
19、以前不了解的东西，国内研究的不多，应该看看
20、诉苦一路到那个体系崩溃为止
21、详细描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历史——一个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体系。美国人爱做世界警察，也
有底气说出“美元也许是我们的同伙，但它是你们的问题”。一切都是政治的博弈。
22、比《货币战争》有深度。
23、大王~不好啦！
猴子打上门来啦~
24、该书与某某战争的区别就是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和阴谋论之间的区别。
25、对国际政治经济局势有了全新的理解
26、名字取大了，就是美国海外驻军带来的成本与金本位制度下美元币值的关系，而且就那么一个观
点啊，翻来覆去地说，记了一本那么厚的流水账。。。
27、冷战时期，谈论美国“从德国撤军或裁减驻军，进而减少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避免黄金储备危
机”，这是一个伪命题。
28、冷战时期谈美国从联邦德国撤军的确是个伪命题...其实非常怀疑美国一直就打算踢开黄金建立美
元本位制，不管用什么理由sugarcoat it... 他们是做到了，但也导入了一个“货币战争”的不稳定时代
29、黄金、美元与权力（国际货币关系的政治1958-1971）好
30、单一的霸权主义国家有内在的动机迫使其它国家放弃经济民主主义和保护主义的的控制措施，接
受一个贸易自由开展、资本自由流动以及货币自由兑换的世界。
31、其实没有看透这本书，只能按着目前的情况打个三星。讲述了美国，法国，德国的过往，每个国
家为了本国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的政策建议和压迫邻国。美国的赤字金额或许并不能代表真正的数字，
有部分是在其他央行手里做储备货币和流通结算货币的。
32、外汇政策事关重大，更清楚地理解政府当前汇率及国际关系处理的意义。
33、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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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美元与权力》

34、作者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作家，但是一个好的学者
35、可以结合英文版的一起学习。
36、奥派
37、比较重复
38、总之，法币、黄金、价值尺度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剩下要考虑的就是道金比、金油比、金银比
、美元指数之类的技术问题了
39、扎实的经济决策史，虽然叙述有些平|立体起来的冷战史之经济维度|冷战的另一面之“熊孩子王
不好当”
40、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脆弱性：美元的币值稳定需要通过黄金支撑，与此同时美国在欧洲的驻军导致
了美国的赤字，大量美元流入了欧洲国家，欧洲国家以兑换黄金威胁到美国，美国为了降低赤字以降
低驻军威胁联邦德国，同时需要主要的顺差国家保证不兑换为黄金。
41、最近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读了弗朗西斯·加文教授的《黄金、美元与权力（国际货币关系的政
治1958-1971）》，有了一些认知和感想。 1、关于本书的主要内容。主要从美国历届总统（从艾森豪
威尔到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决策过程的角度，讲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过程。（1）面临的
问题。美国自上世纪50年代末期（1958年）至70年代初期（1971年），对外经济政策面临的主要问题
是持续的国际收支赤字和黄金储备外流。（2）产生的直接原因。美国在欧洲盟国大量驻军开支、马
歇尔计划下对西欧各国的大量援助以及其他国家对美元的贸易融资和国际储备需求。（3）解决问题
的背景或制约条件。东西方冷战与“核恐怖平衡”、西方阵营的核武器政策、戴高乐主义下的法国军
事、外交政策独立倾向、英国的持续没落、美国的“压苏控德”政策、不同政治领导人的执政理念、
风格与政策优先方向以及美国政府内部包括财政部、国务院、国防部、经济委员会等不同机构的意见
等。（4）解决办法。从贸易管制、压驻军国增加对美国的军备采购、限制国际收支盈余国的黄金兑
换需求、建立私人黄金市场和政府间黄金市场隔离带等，到最终走向美元与黄金彻底脱钩，美元成为
纯信用货币，固定汇率走向浮动汇率。 2、关于阅读本书的体悟。（1）经济问题，尤其是宏观经济问
题，从来都不是单纯的经济学能够解释和开出药方的，必须结合国家战略与政经分析。货币问题说到
底是政治问题，布雷顿森林体系先天不足看似是经济问题，但问题发生与解决的过程却与当时的冷战
背景、国际政治格局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和国际政治乱象也证实了这种观点。因此
，经济问题的解决必须综合运用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2）历史分析法是研究当代经济、政治问
题的重要方法。放在大的时空背景下，有利于厘清问题产生的根源、发展的过程和结果。建立在历史
观、全球观基础上的政经分析是研究经济问题的利器。（3）外因对事物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但真正
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内因。从美国为解决国际收支赤字和黄金储备外流问题所采取的政策措施来看，尽
管由于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采取了一系列缝缝补补的干预措施，但始终不能解决布雷顿森林
体系的先天不足，即所谓的“特里芬两难”（简言之，美元储备货币以美国保持贸易逆差为条件，而
美国保持贸易逆差必然导致对美元－黄金本位的信心崩溃。），导致最终美国放弃美元与黄金的挂钩
政策，该体系彻底破局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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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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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美元与权力》

章节试读

1、《黄金、美元与权力》的笔记-

        在法国总统看来，核心问题在于美国投资欧洲大陆的危险性。戴高乐相信这些赤字美元使美国公
司能便宜地接管欧洲企业。美国如此庞大以至于“只要我们武装起来了，就能够维持”。法国如何才
能避免“被像通用汽车或IBM这样的怪我所吞没”？戴高乐要求不能允许美国资本“野蛮地推翻法国
企业的管理”。然而，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IBM”决定按其公司利益去关闭“法国的工厂”。美国
人“到处输出其通胀，这对我们不利”。他们希望“不管任何条件到处投资，而且这不会花费他们太
多”。通过允许美国维持无穷尽的国际收支赤字，“我们正在出自帮助他们收购我们”。尽管很多欧
洲国家希望获得美国的资本，但他们“不希望面对一个现实，这些资本是美元印刷机创造的产物，并
且与此同时他们也收到了订单”。

2、《黄金、美元与权力》的笔记-第76页

        联邦德国纠结于美国的”军事补偿“的理由。
我总是很代入的想：怎么反驳美国？怎么与美国谈判？以怎样的逻辑正常提出自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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