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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惜发动战争维护美元霸权

战机呼啸、导弹连发、建筑毁坏、平民伤

亡……2011年 3月，美国及其盟友发起对利

比亚政府军的空袭，帮助利反对派推翻卡扎

菲政权。有国际舆论指出，除地缘政治因素

外，卡扎菲此前提出不使用美元进行贸易结

算，从而对美元霸权构成挑战，也是利比亚招

致打击的原因之一。

美元霸权始于二战后期。美国借二战之

机囤积大量黄金，主导建立起以美元与黄金

挂钩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由此确立了

美元的全球硬通货地位。20世纪70年代，布

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国又借中东局势动

荡之机，利用中东产油国对安全的需要对其

威逼利诱，将美元与石油捆绑，建立起“石油

美元”体系。从“黄金美元”到“石油美元”，美

元霸权的确立、巩固和演化，有着鲜明的“战

争烙印”。

美元霸权是美国的世界霸权在金融领域

的反映，也为美国的世界霸权提供了金融上

的重要支撑。因此，维护美元霸权，就是维护

美国的世界霸权。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不

惜动用武装冲突、“金融战”、“贸易战”等一切

手段，也不惜对任何国家下手，包括自己的盟

友。

印度评论家维贾伊·普拉沙德日前在文

章中写道，美国不惜以其他国家可能因战争

造成的动荡和大量伤亡，换取其自二战结束

以来一直试图保持的霸权。“在谁要面对痛

苦、谁来享受收益的问题上，其冷酷无情令我

震惊。”

一张百元美钞成本不足一美元，而其他

国家要获得这样一张钞票，必须提供价值100
美元的商品和服务。掌握美元霸权，就相当

于掌握世界的“印钞权”，美国只需开动印钞

机，就可以换取他国实实在在的财富，攫取所

谓“铸币税”。

“嚣张的特权”——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

学教授埃斯瓦尔·普拉萨德在其著作《美元陷

阱》中这样描述美元霸权的掠夺本性。在他

看来，凭借美元的主宰地位，美国得以“尽情

享受由他国埋单的挥霍”。

长久以来，美联储按照美国利益需要，在

“开闸放水”和“落闸限流”之间反复横跳，利

用货币流动从他国攫取经济利益。美国货币

政策处于扩张周期时，大量资本流向全球，助

推资产价格泡沫，赚取高额增值收益；美国货

币政策进入收缩周期时，资本回流美国，把本

币大幅贬值、资产价格崩盘的恶果留给他国。

“美国享受着美元所创造的超级特权和不

流眼泪的赤字，她用一钱不值的废纸掠夺其他

民族的资源和工厂。”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半个

多世纪前对美元霸权的洞见至今发人深省。

“前所未见的大规模货币武器化行动”

今年10月20日，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

破 150比 1，刷新 1990年 8月以来最低点，迫

使日本政府干预汇市。日本媒体评论说，日

本被卷入“一场美国总统亲自下场参战的‘逆

向货币战争’”。过去常说的“货币战争”通常

是指国家竞相让本币贬值，以刺激出口、带动

增长，而现在的“逆向货币战争”则是指国家

推动本币升值，以减轻进口商品价格上涨带

来的通胀压力。

从上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到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再到 2008 年国际金融危

机，几乎每一次重大金融危机背后都有美元

霸权作祟。在其他国家遍体鳞伤之时，美国

往往能摆脱风险，甚至从中获益。

新冠疫情暴发后，美国再次将美元霸权

用到极致。有研究指出，仅在一年半时间里，

美国就印了 200多年来发行的所有美元中的

近一半。这种“大水漫灌”导致通胀压力、动

荡压力、资产泡沫压力不断外溢。今年美国

又连续大幅加息，让本已风雨飘摇的国际金

融市场再遭打击，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严重受

阻。

“美元升值正在动摇世界。”面对美联储

的猛烈加息，《日本经济新闻》的文章充满担

忧。不仅日元，伴随美元一路飙升，非美元货

币普遍惨遭收割。欧元、英镑对美元汇率均

跌至数十年低点，新兴市场货币也遭受重创。

美元大幅升值还严重加剧了新兴市场和

发展中国家的美元债务负担，令其外部融资

环境恶化。为应对资本外流、本币贬值，许多

国家的央行被迫跟进加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研究部世界经

济主管丹尼尔·利告诉记者，美联储激进加息

令美元大幅升值，导致美元债务较多的国家

偿债压力骤增。IMF数据显示，超过四分之

一的新兴经济体要么已发生债务违约，要么

债券价格大跌，超过 60%的低收入国家面临

债务困境。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

教授顾清扬表示，美国“任性”加息所倚仗的

是美元霸权。凭借美元霸权，美国可以向世

界转嫁危机，经济高度开放而基础薄弱的拉

美、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尤其危险。

美国还将美元霸权变成一种地缘政治武

器，频频祭出制裁大棒，大搞金融恐怖主义，

对他国动辄采取冻结资产、阻碍交易和长臂

管辖等手段，严重破坏国际秩序，威胁经济金

融稳定。

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美国冻结俄罗斯

外汇储备，制裁俄主要银行，并将大多数俄银

行排除在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SWIFT）
系统之外，导致国际金融及大宗商品市场剧

烈波动。今年 2月，美国宣布冻结阿富汗中

央银行数十亿美元外汇储备，令阿民众生活

雪上加霜。

“前所未见的大规模货币武器化行动。”

美国考尔德伍德资本公司对冲基金经理迪

伦·格莱斯这样评价美国对俄金融制裁。他

警告说：“这张牌你只能出一次。这是货币史

上的一个转折点：美元霸权的终结。”

“最终将让美国自食其果”

美国任性妄为，全然不顾他国，其后果必

然是美元信用受损，美元霸权根基动摇。

作为“石油美元”主要支点之一的产油大

国沙特阿拉伯，近期与美国在原油产量问题

上分歧显著。英国《金融时报》网站刊文指

出，美国要求沙特增产以压低全球油价，结果

遭拒。这表明“石油美元”模式渐趋式微。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经济学

教授贾娅蒂·高希认为，过去几十年来，美国

一直在利用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超级

特权”，任意印钞或对其他国家采取违反国际

法的制裁措施。这导致美国信誉下降，越来

越多国家考虑规避美元的替代性贸易和金融

安排，“美元霸权今后将变得更加脆弱”。

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经济学教

授豪尔赫·马奇尼看来，当今世界地缘政治、

经济贸易等方面都在剧烈变化，人们该重新

考虑美元的地位，“美元霸权的现实将会得到

改变”。

事实上，近年来美元国际地位已明显下

滑。IMF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美元在全

球官方外汇储备资产中占比约为 59.5%，而

2001年美元占比曾一度高达72.7%。

种种迹象显示，许多国家“去美元化”正

在提速。俄罗斯出台与“不友好”国家和地区

的“卢布结算令”；印度央行推出国际贸易的

卢比结算机制；以色列在历史上首次将加元、

澳元、日元和人民币纳入其外汇储备，同时减

持美元和欧元……

俄罗斯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项

目主任雅罗斯拉夫·利索沃利克指出，世界经

济“去美元化”趋势正在强化，发展中国家在

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增加，进一步推动了这

一进程。

“美国的货币政策最终将让美国自食其

果，这只是时间问题。”菲律宾“亚洲世纪”战

略研究所副所长安娜·马林博格-乌伊说。

（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麻烦”
——起底美元霸权

“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

的麻烦。”美国前财政部长约翰·康纳

利的傲慢言辞数十年来不断被验证。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本月2日再

次宣布加息 75 个基点。自今年 3 月

以来，美联储已连续6次加息，美国联

邦基金利率水平升至 2008 年 1 月以

来最高位。美联储激进加息，美元急

剧升值，在全球范围产生严重破坏性

后果，令不少国家本币贬值、资本外

流、偿债成本上升、输入性通胀加剧，

一些国家甚至陷入货币或债务危机。

长期以来，美国经常利用美元在

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权地位，转嫁国

内危机，收割世界财富，损害他国经

济金融稳定和民众福祉。美元霸权

已成为威胁世界经济的重要不稳定

因素。

网
络
图
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