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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进一步定义了黄金的基本职能，黄金可以“把商品价格

表现为同名称的量，使其在质的方面相等，在量的方面可以互

相比较。这样，它成了价值的一般尺度”。

要想搞明白黄金的定价机制并不容易。黄金具有商品、货

币和投资避险的多重属性。正因如此，使得黄金价格的形成机

制相较于一般普通商品更为复杂，不单单是简单的商品供求决

定机制，还要考虑全球货币体系变化、全球货币政策变动以及

黄金市场投资和投机的需求变化。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实践教授胡捷告诉《新民

周刊》，黄金作为商品主要具备两个使用价值：其一是制作首

饰和工艺品，也就是老百姓最常见的黄金饰品；其二则是在电

子制造领域，因为要求元器件、线路有良好的稳定性、导电性

和耐腐蚀性，只有黄金及其合金能达到这么严格的要求。

而黄金参与国际货币体系，则主要是近 200 年的事了。

迄今为止，国际货币体系经历了金本位制度、布雷顿森林

体系和牙买加体系三个时代。

自从发明了钱币以来，黄金对货币流通就非常重要，但是

19 世纪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为保证民众对银行票据价值

的信心，银行必须存有足够数量的黄金。在现代社会，最早的

成体系的金本位制（将纸币与黄金的价值挂钩）出现在英国，

它作为世界上最早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于 1821 年前后采用了

金本位制度，后来各国纷纷采用了金本位制。

1944 年 7 月，西方主要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

布雷顿森林举行了联合国国际货币金融会议，这次会上确立了

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因为这次会议是在布雷顿森林

举行的，所以称之为“布雷顿森林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元是与黄金直接挂钩的：世界各国

可以用 35 美元和美国换 1 盎司的黄金，世界各国的货币又与美

元挂钩（固定汇率），也就是对各国货币和美元的兑换比价作

了约定。其实质是建立一种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布

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运转与美元的信誉和地位密切相关。

之所以从金本位制换成布雷顿森林体系，因为在经过了 20

世纪 30 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和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登上了资本

主义世界盟主地位，美元非常强势；而且，当时美国拥有全球

3/4 的黄金储备和强大的军事实力。

值得一提的是，在金本位制度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两个时代，

黄金直接充当货币或准货币，价格稳定，波动不大。

有资料表明，从 1833 年到 1932 年，国际黄金价格大致在

每盎司 20.62 至 20.69 美元之间波动，1934 年到 1968 年国际黄

金价格大致在每盎司 35 美元左右。而在牙买加体系形成之后，

国际金价才真正实现“松绑”，并开始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

1968年，美国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美元危机，当时正值美国

深陷越南战争泥沼当中，世界人民抗议、反战情绪强烈。半个多

月里，美国的黄金储备流出了14亿美元。1971年 8月，在第一

次美元危机的冲击下，尼克松总统宣布，停止履行外国政府或中

央银行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的义务，布雷顿森林体系随之解体。

同年12月，每盎司黄金价格从35美元上升到38美元。1973年

2月，受第二次美元危机影响，黄金价格上升到每盎司42.22美元。

1976 年 1 月签订的“牙买加协议”规定，各国货币不再规

定含金量，黄金不再作为货币平价定值的标准。黄金非货币化

进程由此启动，这就是所谓的牙买加体系时代。在这个体系中，

　　在金本位制度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两个时代，黄金直接充当货币或准货币，价格稳定，
波动不大。

1944年，二战同盟国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参加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签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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