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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元霸权确立的缘由

一个国家货币要想成为世界储备货币，必须要成为世界

金融中心。一个国家要想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必须是强大的工

业国和贸易国，必须成为世界贸易中心。金融是随着贸易而

来，利润也是大部分得之贸易。一个国家货币要想成为世界

储备货币必须法制完善，必须大力保护产权，必须政策透明。

必须从竞争中来、到竞争中去的动态竞争格局。美元就是沿

着这种轨迹成为世界储备货币，建立了美元的强势地位，因

而也不可避免的确立了美元的霸权行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

的国际货币合作实际上是以美元霸权为特征的合作。从国际

货币基金协定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运转，美国都起着重要

的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结构和权力结构明显地反映出美

国在国际经济政治中尤其是货币金融领域的霸权地位，美国

确立和加强了美元的霸权地位。

二、布雷顿森林体系与美元霸权的确立

1944年7月，44个国家或政府的经济特使聚集在美国新

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商讨战后的世界贸易格局。会议

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决定成立一个国际复兴开发银

行（即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一个全球性的

贸易组织。布雷顿森林体系以黄金为基础，以美元作为最主

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则与美

元挂钩，并可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在布

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可以兑换黄金和各国实行可调节的钉

住汇率制，是构成这一货币体系的两大支柱，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则是维持这一体系正常运转的中心机构，它有监督国际

汇率、提供国际信贷、协调国际货币关系三大职能。布雷顿

森林体系的建立，它的优点：建立了以美元和黄金挂钩和固

定汇率制度，结束了混乱的国际金融秩序，为国际贸易的扩

大和世界经济增长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美元作为储备货

币和国际清偿手段，弥补了黄金的不足，提高全球的购买力，

促进了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缺陷：美元的清偿能力和对美

元的信心构成矛盾，表现为美元的国际货币储备地位和国际

清偿力的矛盾、储备货币发行国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之间政

策协调的不对称性以及固定汇率制下内外部目标之间的两难

选择等；汇率体制僵硬，无法通过汇率浮动自动实现国际收

支平衡，调节国际收支失衡的责任主要落在非储备货币发行

国一方，牺牲了它们的经济发展目标。它以一国货币（美元）

作为主要储备资产，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因为只有靠美国

的长期贸易逆差，才能使美元流散到世界各地，使其他国家

获得美元供应。从5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美国经济竞争力逐

渐削弱，其国际收支开始趋向恶化，出现了全球性“美元过剩”

情况，各国纷纷抛出美元兑换黄金，美国黄金开始大量外流。

到了1971年，美国的黄金储备再也支撑不住日益泛滥的美元

了，尼克松政府被迫于这年8月宣布放弃按35美元一盎司的

官价兑换黄金的美元“金本位制”，实行黄金与美元比价的自

由浮动。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日本、加拿大等国宣布实行浮动

汇率制，不再承担维持美元固定汇率的义务，美元也不再成

为各国货币围绕的中心。这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础已

全部丧失，该体系终于完全崩溃。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

美元与黄金的这一挂钩规则取消了，各国货币均有成国际储

备货币的可能性，但实际上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几

乎没有遭到削弱，脱钩反而给了美国货币政策更大的自主空

间，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但美国货币政策的决策则基于其本

国利益。由布雷顿森林会议诞生的两个机构——世界银行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然在世界贸易和金融格局中发挥着至为

关键的作用。同时伴随着美元霸权的行径。IMF（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和 WB（世界银行）是各国经济实力计算出各国

应缴的份额，再以各国的份额或股份确立投票权，以实力为

导向的决策机制，赞成票85% 才能通过，实际赋予了美国独

家否决权，没有美国认可，IMF 无法做出任何重大决定。

1、美国拥有世界银行的行长的任免权，冷战间拉拢西欧，

达成默契，IMF 总裁是欧洲人，WB 的主席是美国人。

2、贷款体现美国的倾向性，明确反映美国地缘经济和政

治利益。正如凯恩斯所说：“你们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行动

都有不可告人的企图，你们决定的事情，不是为了事情本身，

而是另有所图。”

3、美元成为各国主要储备货币，美元贬值，因其汇率

变动，各国外汇储备缩水，其他国家成为通货膨胀的受害者，

“美国煽动金融的翅膀，世界引发金融海啸”，尼克松时代的

美国财政部长康纳利曾扬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

的麻烦。”美国利用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向世界其他国

家转嫁危机，并且制造世界性的通货膨胀，中国经济发展面

临新的机遇与挑战。

三、美元霸权地位的冲击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经济

全球化是这一时期世界经济格局的特点，欧元的启动、日元

的国际化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对美元在国际货币格局中

的地位发起挑战。，但随着欧元的发行，美元霸主地位受到

一定的冲击，但欧元也面临着困惑，主要经济大国围绕着货

币展开激烈的博弈，在这过程中美元为维护霸权所做的努力，

充满着控制与反控制的局面。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与国际货

币格局的演变具有一致性，美元通过 IMF、WB、GATF 实现

货币兑换的自由化，资本流动的自由化，贸易流通的自由化，

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美国利用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

向世界其他国家转嫁危机，并且制造世界性的通货膨胀，中

国经济发展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全球化的今天，货币格局

的多元化，导致各国货币博弈，IMF 改革迫在眉睫，亟欲建

立公正合理的货币新秩序。由于人民币可自由兑换黄金或白

银，成为后美元时代，世界各国首选的储备货币。在世界经

济和国际货币体系中，没有谁能够扮演惟其独尊的霸权角色，

货币战争狼烟四起，人民币要周边化—区域化—国际化的道

路不是一帆风顺的，中国如何应对？

【摘    要】二战之后，美国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高超的金融运作能力、完善的法制，良好的国家治理能力建立了世界金

融中心，奠定了美国的经济和金融优势从而确立了美国的经济霸权。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国际机构，确立以美元为中

心的货币体系，以美国为主导国际贸易体系随着区域经济集团化和全球化趋势发生着变化，经济格局的变动，尤其是欧元和

其它货币出现，冲击美元霸主地位和贸易主导地位，这其间必有在控制与反控制的局面。

布雷顿森林体系（1）
——经济格局的变动与美元霸权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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