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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想摆脱美元

纪，英镑一直以储蓄、国债等形式

被外国政府或跨国企业持有，用于

贸易和资本交易或汇率干预，但站

在英国立场，这实际是可随时被提

取的外债。二战及其之后十年的殖

民地战争，英国产生巨额外债，尤

其海外作战支出全用英镑，导致海

外英镑激增，鉴于自身竞争力低

下，英国经常项目赤字的局面越来

越大。这种背景下，各国明显地在

“远离英镑”。20 世纪 60 年代，

英国持有的黄金和外汇储备仅能汇

兑海外市场英镑（35 亿 -40 亿）

存量的 20%，于是大规模英镑抛售

潮密集涌来。无奈之下，1968年起，

英国接受国际清算银行和其他主要

国家中央银行的融资，在抛售英镑

时用借来的美元补缺，以此清理“过

剩英镑”，那些以英国国债形式被

持有的英镑换成了美元，这般操作

宣告英镑作为国际货币的功能被终

结——英镑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比

在 1950 年时有 57%，到 1971 年更

是跌至区区十几个百分点。

当前，身为“储备货币”的美

元，其实大多以美国国债形式存在，

其最大的保有国之一就是中国，“就

像当年的英国一样，美国距离被庞

大外债摆布的日子并不遥远”。达

利奥坦率地表示，中国尚无计划也

无意愿这样做，但美国（准确说华

尔街投行）屡屡以此实施“灭国攻

击”，让其他国家神经紧绷，“美

元被高度‘武器化’了”。

美国学者史密茜在所著《金钱

奇才》里诠释了“美元灭国”的方

程式：假设有个沃斯利特共和国，

其央行发行的沃元与美元等值挂钩，

其发行、回收均与美元相同，即如

果沃斯利特想向银行系统注入沃元

流动性，就得进入开放市场购买美

元或美国政府证券，美元或证券出

售方获得沃元，又有新的沃元进入

沃斯利特银行系统。同时，随着资

本自由流动，美国投资者在沃斯利

特全力买进股票和债券，使更多美

元流入。因为美元利率较低，沃斯

利特政府、银行、商人也盲目借入

美元，便于国际交易和基建。随着

时间推移，该国美元债务达到顶点。

恰巧一天，为华尔街 B 投行工

作的杰米获悉沃斯利特底层民众酝

酿抗议，获得土地权力和更好的工

作条件。杰米找到老板，说该国将

有动荡，“我们不仅要卖出那里的

股票，还要抛空沃元。”这意味着

B 投行将缔结卖空协议，在未来某

个时间以当前价格出售货币，即 1

沃元卖得 1 美元，这样他们就不会

亏损，如果届时沃元一旦贬值到仅

兑换 0.5 美元，那么到约定期限，

B 投行就能用 0.5 美元购进 1 沃元，

再根据原先的“抛空合同”以每沃

元兑 1 美元的价格卖出。就这样，B

投行卖出在沃斯利特的股票，并订

立抛空沃元协议，其他投资者蜂拥

而至，货币攻击来了！

为维持沃元价值，沃国能做的

只能拿自己的美元或债券储备到开

放市场买进沃元，可如果货币进攻

长期化，其美元储备势必耗尽，况

且买进沃元之际，也形同把它们从

货币循环里回收，导致沃国内货币

供应骤减，利率上升，投资减少，

失业率上升，社会动荡。此时，筋

疲力尽的沃斯利特不得不使沃元贬

值一半，以便用更合理的沃元供应

体系弥补亏空的银行储备，美国华

尔街赢了 !

这就是为什么 2017 年以来三分

之二国债以美元计价的新兴市场国

家巴西、阿根廷如此不堪一击。德

国《世界报》金融版编辑霍尔格·切

皮茨表示，对发达国家而言，由于

它们大多是工业国，在资本自由流

动下，可保持本币汇率在有限范围

内浮动。但对经济较落后的发展中

国家而言，本币一旦与美元挂钩，

其央行只能用货币政策调整汇率，

而这在面临严重国内问题时却起不

到太大作用。国内一旦动荡，投机

者就会借助华尔街强大实力发动货

币冲击，“鼓动投机者进行投机行

为的大公司，比许多国家的央行都

有机会获得更多的美元。不要忘了，

美元是国际货币体系关键，是支撑

大多数外国货币的‘储备’，因为

能容易获得大量最有力的货币武器，

华尔街一旦开火，多数情况下，都

能迫使外国货币崩溃，继而是 IMF

的货币紧缩措施，让受害国金融乃

至经济主权被剥夺，这是一条走向

灾难的单行道”。

特里芬悖论应验

美元主宰世界贸易不是一天两

　　美国把“美元大棒”用到极致，结果把更多国家尤其是

欧洲推到对立面，就越推动欧洲去打造美国金融体系的真正

替代品，这最终将削弱美国的经济实力及其有效实施制裁的
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