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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26  記者 郭伯宇 文

◎經濟殺手的告白2──美利堅帝國陰謀

（圖片來源：PChome線上購物）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的國力逐漸上升，成為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大國，自蘇聯解體之後，更

是確立了美國全球獨霸的地位。在美國確立自己全球地位的同時，隨著國力的對外延伸，美國在

國際上的作為也受到越來越多人的批評。對許多國家而言，美國是政治經濟上的有力支柱，但對

更多國家而言，美國的所作所為卻是徹頭徹尾的帝國主義。隨著美國近期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

爭的發動，美國帝國主義的形象更是漸漸的深入人心。《美利堅帝國陰謀──經濟殺手的告白2》

，即是一本描述美國如何利用各種方法對各國施加影響力，近而獲取美國國家利益的震撼之作。

援助的真相　美帝的陰謀援助的真相　美帝的陰謀

作者約翰‧柏金斯曾經是一名受僱於一家美國民間公司「緬恩」的「經濟殺手」。本書即是描述

作者在經濟殺手生涯中，如何替美國政府和財團以推展民主自由和經濟發展的名義，使用各種手

段掠奪各種天然資源，甚至不惜干涉各國內政，從中獲取美國的國家利益。豺狼與經濟殺手在作

者的描述中，美國以幫助經濟發展的名義派出「經濟殺手」，經濟殺手則以顧問的名義，向受雇

國政府提出有利於美國企業的經濟政策，同時以美國特定民間基金會或類似組織以貸款的名義收

買領導階層，一但領導人拒絕接受，即派出「豺狼」以抹黑的方式促使不滿意的領導人下台，如

果不成功，即使以暗殺、發動政變，甚至直接派軍隊入侵也在所不惜。許多中南美洲或非洲的領

導人即因此被驅逐下台，甚至失去性命，而美國在進行上述行動時卻是以阻止共產主義蔓延的理

由所進行的。如：智利的阿葉德、巴拿馬的杜里荷、厄瓜多的羅爾多斯和剛果的盧蒙巴。   

在以美國利益為優先的考量下，接下來由美國所扶持的繼任者，自然只要打著反共產主義的旗號

，或著做出有利於美國企業的經濟政策，即使再貪污腐敗或者鎮壓異己，都能獲得美國各方面的

援助。

以一九六零年代，印尼的蘇哈托為例，蘇哈托上臺前即以堅定的反共人士而著名，而印尼在當時

也被探勘出含有二十世紀最重要的「黑金」──石油的大量蘊藏。蘇哈托上臺後，美國自然在政治

和軍事上提供了大量援助，包括提供大量武器支持印尼軍方入侵東帝汶，進而促成了發生在東帝

汶的屠殺暴行。在經濟上，美國自然也派出了大量的經濟殺手，要求印尼政府做出各式各樣的「

改革」，這些經濟改革雖然在表面上有著漂亮的經濟成長數字，但經濟成長的成果卻只由美國公

司和少數的印尼政府高層所獨享，蘇哈托的貪污金額甚至以百億美元計，而大部分的印尼民眾卻

依然深陷貧困的深淵當中。同時，這樣的經濟成長也不穩固，經濟改革造成了高額外債的副作用

，大量的外債也成了亞洲金融風暴中，印尼經濟崩潰最主要的原因之ㄧ。印尼經濟崩潰的最大受

害者，終究還是貧困的印尼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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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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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一片澄黃映入眼
簾，那既是辛苦的結晶，也既是甜美的滋味。

隨著蘇聯的崩潰，美國成了全世界唯一的超級霸權，阻止共產主義擴張的理由也不再適用。天然

資源等經濟資源的爭奪，成了美國最重要的國家利益，經濟殺手和豺狼們的手法也更加地細膩。

在一般人眼中應該最中立客觀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也成了少部分國家的囊中物。美國對

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所決策的重要事務擁有否決權，甚至握有世界銀行總裁的任免權。世界

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的主要功能，是對發生經濟危機的國家進行紓困和做出改革建議，而這兩個

組織的改革建議主要有「減少福利支出」、「開放金融流通」等不得人心的政策，果不其然，接

受改革建議的國家很少能夠重新翻身，大部分的國家都陷入了更深的債務深淵。

無數無數的罪惡　招致仇恨的罪惡　招致仇恨

本書可說是作者職業生涯的回憶錄，作者在前言中即毫不掩飾地批評美國違背開國時自由、民主

、平等的誓言，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帝國。作者作為經濟殺手的生涯中，走遍世界許多國家，在作

者的眼中，全世界政治和經濟版圖的變動，在在都有美國在背後操縱的影子，而美國對外的決策

卻是由美國政府、企業和媒體所共同制定的，三者所組成的「金權統治集團」影響全世界大大小

小的事物，美國獲取了龐大的政治和經濟利益，也製造了無數的罪惡。這也引來了各國人民對美

國的仇恨，最終造成了九一一事件的發生。

雖然作者有些觀點並不是每個人都能認同，但他無疑提出了國際社會中最基礎的運行法則「弱肉

強食」，這項法則自從人類進入歷史時代以來一直沒有改變，這些行為或許都來自人類最基本對

生存的渴望，但隨著科技的進步，人類無止盡的慾望也更大、更具破壞性。如同作者在印尼所遇

到的一名女性所說的：這是史上最大的資源爭奪戰。輸了下場會很慘。為了掌握石油，男人不惜

冒任何風險。這值得大驚小怪嗎？為了石油，他們會騙、會偷，還造船、造飛彈，讓數千數十萬

年輕士兵去送死。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在全世界大量佔領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戰各國大打出手

，二戰時期德國、日本向外侵略都是出於對資源的需求，但最終卻在各國都造成史無前例的生命

財產損失。

雖然次貸風暴正在侵襲美國，但在未來數十年中，美國毫無疑問仍是數一數二的大國，對世界各

國的影響力依然相當驚人。美國在世界的所作所為已經引起世界各國的不滿，現今的國際社會或

許發生大規模熱戰的機率不高，但美國依然得不斷面對恐怖攻擊的困擾，美國國家政策的選擇不

只影響美國的未來，對其他國家也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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