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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美國惹的禍都是美國惹的禍

2012-03-10  記者 陳祐元 文

自2008年以來的金融危機，在整個世界投下了震撼彈，不僅影響歐美國家，整個亞洲、非洲等也

都蒙受波折。除了顯而易見的金融海嘯外，了解隱藏在背後的事實與脈絡，才能夠把二十世紀以

來的經濟脈動及其前因後果釐清。

《美元的詭計》一書。（圖片來源／Google）

兩次大戰　歐洲勢力的終結兩次大戰　歐洲勢力的終結

 石贇（ㄩㄣ）在他的著作《美元的詭計》中，將美國金融史按照時間完整呈現。兩次大戰主要戰

場皆在歐亞，美國在戰爭初期皆保持中立，期望歐洲各國戰的兩敗俱傷，它再坐收漁翁之利。透

過大量生產軍需品及戰後貸款，美國一躍成為世界強國。當時的英、法、德等國因為戰爭重建而

資金緊縮，為了穩定國際貨幣跟避免造成超級通膨，當時幾個主要國家簽訂了〈布雷頓森林協定

〉，確定以後將以美元跟黃金為主位施行固定匯率。

日本趨勢大師——大前研一在他的《美國再見？》裡指出，1929年美國經濟大蕭條，英國原本能

夠打敗美國成為國際主要貨幣，但是希特勒卻在美國暗中支援下崛起，進而引發了第二次世界大

戰，英國也就此退出了國際貨幣的舞台。二次大戰後世界各國又向美國借款，美國奠定了超級強

國的地位。

石贇寫道隨著時間推移，美國債務漸增，不斷加印鈔票造成美元貶值，各國對於美國強權地位早

已不滿，開始拋售美元轉而購買黃金，使得國際資金流向歐洲。當時尼克森總統對於美元地位可

能不保深感恐懼，於是下令禁止以美元兌換黃金，結果歐洲國家手中的美元因為貶值變成了廢紙

。

70年代由於美國加印的鈔票已經遠大於實際黃金的儲備量，美國人意識到黃金這類實體物品會影

響到他們對全世界的控制，決定廢止〈布雷頓森林協定〉，美元從此不再受到黃金數量的影響，

美國政府就可以更肆無忌憚地加印鈔票。

當時歐洲各國對於美國單方面做法感到不滿，但是因為當時各國皆以美元作為儲蓄貨幣，已經無

法脫身，美國也利用這點不斷進逼其他國家升值，藉此強化自身出口，將原本的貿易逆差改為順

差。歐洲各國認為美國只需加印鈔票就能償還債務很不公平，但是當時沒有任何一個貨幣能跟美

元匹敵，所以大家也只能持續購買美元做儲備。至此美國已將全世界納入以美元為本位的體系之

中，當美元出問題的時候，將由全世界買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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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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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地因為糧荒，出現了名為「泥餅」的食物（照片來源／Google）

糧荒與戰爭　美國拿手好戲糧荒與戰爭　美國拿手好戲

大前研一指出，其實歐洲有很多次機會可以打敗美元更改國際貨幣，但是最後都被美國以貶值等

手段給消滅了。大前研一推測，美國從建國以來一直有主要的敵人，從原本的英國到後來的蘇聯

等，一旦敵人消失美國就變得無所適從，美元也跟著疲軟，所以美國需要在每個時期皆設立假想

敵，唯有透過戰爭才能使美國人民團結，美國的經濟也會跟著好轉，攻打伊拉克就是最好的案例

。

經歷過上次的黃金兌換危機，美國決定投資其他實體產品，第一個看中的就是中東石油，石贇在

書中指出，不管是伊朗巴勒維政變、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兩伊戰爭或是波灣戰爭等，皆是美國為

了取得石油所擺出的策略，海珊就是美國塑造出來的總統，統治伊拉克與伊朗作戰，而美國一貫

的作風就是先栽培你，最後再將你摧毀。

石贇在書中也提到2008年全球糧荒的禍首也是美國，因為石油是不可再生資源，總有一天會耗盡

，於是美國開始轉而投資玉米、小麥等民生作物。而且因為美國是糧食出口大國，在2008年之前

大力鼓吹開發中國家種植經濟作物，卻頒布減少糧食出口的法條。結果許多國家例如海地、墨西

哥甚至韓國都發生糧食不足的窘況。美國將大量的玉米拿去提煉生化能源，不是為了減緩石油用

量，而是要控制全世界的糧食，讓世界上每個國家皆向它俯首稱臣。

石贇嚴厲的批評美國是在犯「反人類」罪，也是歷史上最大的屠殺，透過炒作糧食、哄抬價格，

將貧窮人民的生命視如草芥，只為賺取一己利益。這樣的行為將導致眾叛親離，以後每個國家都

會跟美國保持距離。

日本經歷長達十年的經濟衰退，到現在還未恢復。（照片來源／Google）

犯我霸權者　雖遠必誅犯我霸權者　雖遠必誅

儘管在80年代時，曾經出現一個強國有機會挑戰美國的位置，卻在一連串的錯誤決策後經濟大衰

退。大前研一說他的祖國—— 日本，在90年代初是很有機會打敗美國的，卻被美國炒作股市，

使得國家進入空前繁榮的假象。日本政府因為擔心經濟過熱，於是開始了一連串緊縮政策。此舉

卻造成投機客脫離日本市場，使得房地產、股市大跌，日圓也不斷貶值，也就是進入日本「失落

的十年」。

當有人挑戰美元的位置時，美國會毫不猶豫的摧毀你的經濟，透過各式各樣的手段來確保美國仍

是世界第一強。當歐盟逐漸走強時，美國就進軍巴爾幹半島，轟炸東歐，也趁機消除投資客對歐

盟的信心，使資金再度流回美國。

《美元的詭計》一書也提到，許多國家都是以美元當作儲備貨幣。但是當美國經濟不景氣時，美

元面臨貶值，每個國家手中美元的價值會下降，所以全世界都會挺身出來救美國，因為它大到不

能倒，而美國只需加印鈔票來支付債務即可。面對顯而易見的不公，各國卻是無可奈何，全世界

都落入美國的掌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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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

　　

在阿爸生日那天，摳摳憶起爸爸與芭樂的故
事。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

資深配音員蔣篤慧，娓娓道來身為臺灣配音員
的酸甜苦辣。

《美國再見？》一書。（照片來源／Google）

氣度狹小　欠世人一個道歉氣度狹小　欠世人一個道歉

大前研一分析美國之所以如此囂張，是因為兩次大戰皆獲勝，形成一種不敗神話。從911事件後

美國人已失去應有的寬容，社會上不再接納多元的聲音。進攻伊拉克時，如果公開反對就是不愛

國，社會上瀰漫著一種盲從的風氣，認為美國才是世界第一，其他都是次等的國家。

大前研一認為美國欠世人一個道歉，在他們追求利益的過程中犧牲了多少人的權益，從來沒有說

明白，如此霸道的國家如果有天衰敗了，不會有其他國家會伸出援手。他也希望美國可以真正融

入這個世界，世界上的人並沒有一等、次等之分；最後是要放棄戰爭，不要再以戰爭作為爭奪資

源的藉口。

《美元的詭計》書中雖然指出許多美國的過失，但是大部分是以經濟面來作考量，並沒有放太多

的歷史脈絡下去觀察，實屬可惜；大前研一的《美國再見？》包含了2008年後的金融海嘯，並且

根據作者的分析評斷美國這一世紀以來的所作所為，也在書中提出了建言，期望美國能夠正視自

己的錯誤，帶領整個世界度過這次的金融海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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