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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 读

伊拉克战争打出了全球的美元需求

美国人为什么要打伊拉克战争？ 答曰：为了石油。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占领伊拉克后，却

不从伊拉克免费拉走一桶石油？ 美国普通百姓为什么

也要和世人一道忍受高油价的煎熬？ 这是很多人百思

不得其解的问题， 但是答案在本文的前面已经给出，

就是全球的石油交易与美元挂钩。

当美国打下伊拉克时， 首先出现的是什么情况？

全球油价飙升。 油价飙升，交易又以美元结算，意味着

什么呢？ 意味着油价的飙升拉高了全球的美元需求，

也就是说， 美国人通过战争打出了全球的美元需求。

打伊拉克战争之前，一桶石油 38 美元，打完了之后接

近 150 美元，等于一场战争把美元的需求打高了近三

倍。 当全世界需要更多的美元去购买石油时，最高兴

的当然除了产油国，就是美国政府了。 这样一来，美国

政府就能以给全世界提供流动资金的名义，开动印钞

机，而美国政府不是慈善家，不会白白把美元给你，你

必须拿你的产品去换，从而再一次加入实物换绿纸的

游戏。

如此这般，更多美元流到了其他国家手里，流到

了产油国手里，也流到了需要购买石油的国家手里。

科索沃战争剑指欧元

在打响科索沃战争之前，很多人都相信了西方宣

传机器的一面之词，认为美国人打南联盟，是为了进

行人道主义干预。 因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西方媒体联

手撒了一个弥天大谎：说米洛舍维奇的南联盟政权在

科索沃屠杀了 9万阿族人。 事后证明这完全是一个谣

言，但是当谣言澄清之后，美国早已打败了南联盟。

那么，美国打科索沃的真正动机到底是什么？ 这

场战争发生的时间是 1999年 3月， 但耐人寻味的是，

1999 年 1 月 1 日，发生了另一个重大事件———欧元正

式启动。 当时欧元和美元的汇率是 1∶1.07，欧元作为

一种全新的国际结算货币，一上来就对美元霸权地位

构成了挑战和威胁。 仅仅两个月后，科索沃战争打响。

战争还没结束，世人便发现，深受战争创伤的，不光是

南联盟，还有欧元。 由 1欧元兑换 1.07美元，变为 0.82

美元兑换 1欧元，欧元跌幅达 30%。

由此可以看出，美国人打科索沃战争是“项庄舞

剑，意在‘欧元’”。 美国在欧洲腹心地带打的一仗，首

先打坏的是欧洲的投资环境，从而使欧元刚刚诞生就

面临夭折的危险，因为美国绝不能容忍还有其他货币

与美元平起平坐，即使是欧洲兄弟的欧元也不行。

科索沃战争爆发之前， 有关资料显示， 大约有

7000 多亿美元热钱在欧洲游荡， 结果， 战争一打响，

7000 多亿热钱中有 4000 多亿立刻从欧洲抽逃， 其中

2000 多亿去了美国， 直接支持了美国已经连续 90 多

个月的经济繁荣。 美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如此漫长

的经济增长期。

另外的 2000多亿美元则去了香港。让人备感蹊跷

的是，恰在这个时候不早不晚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

事情，美国人用 5 枚精确制导炸弹，“误炸”了中国驻

南联盟大使馆。 一个星期之后，滞留香港的 2000多亿

热钱从香港抽逃，最后去了哪儿呢？ 又去了美国，去支

持美国已经连续 90 多个月的经济繁荣， 一直到小布

什上台，这个经济繁荣期才告结束。

打阿富汗是为打回

全球资本对美国投资环境的信心

美国人发动的战争和其他国家间发生的战争，从

目标到方式再到结果都很不相同。 美国人的战争除了

改变别人的投资环境之外，还驱赶资本流入美国。 因

为储蓄率只有百分之二点几（现在也不过刚达到

6 . 9 % ）的美国，需要大量的美元回流，以支撑这个国家

的流动性。 这是美国在过去 20年里，连续在伊拉克和

科索沃打仗的原因，同时也是其以反恐为名，仓促打

响阿富汗战争的原因。

果然如此，当阿富汗战争打响之后，巡航导弹一

落在阿富汗的土地上，道琼斯指数就在短期下探后很

快回升，华尔街一片叫好，随着战况进展顺利，大量撤

离的资金又陆续回到了美国，这场战争重新打回了全

世界对美国投资环境的信心。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美国人向全世界展示的现代

战争理念是，如果我的投资环境不好而短期内又无法

改变的话，那我就用战争把其他地方打得更坏，反衬

出美国相对的好。 你不是认为我的投资环境不安全

吗？ 那我就打一场战争给你看，美国仍然是最强大的，

美国人想打谁就打谁，你要觉得美国的投资环境不安

全，还有别的地方比我更不安全，那个地方还在发生

战争。 这就是美国的军事力量如何为它的金融大战略

服务。 （据《中国青年报》）

2 0 年连打 4 场战争，美国为何而战？

美国并不酷爱战争，但美国需要战争。过去 2 0 年里，美国是世界上唯一连打过四场对外战争的国家。为什

么要如此频繁地发动战争？ 其中缘由，恐怕不少美国人也不懂，因为这四场战争，发生在三个不同的国家和地

区，开战的理由也都十分充分且冠冕堂皇，谁会把它们与一张轻飘飘的绿纸联系在一起？

为美元而战，这就是美式战争的全部秘密。

从 1 9 7 1 年 8 月 1 5 日到今天，将近 4 0 年，美国在全世界推广了一场堪称“完美风暴”的运动———全球化，

在纸币美元基础上建起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金融帝国。 这一帝国的触须伸向地球各个角落，在每个地方都机械

般上演同一个来复式动作：美元流向世界，财富流向美国。

核心提示

□空军指挥学院教授、少将 乔良

美国的国家生存方式

美国人会告诉你许许多多它的国家

战略构想，而所有这些战略构想的背后，

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维护美国在这个

世界上的霸权地位。那么，美国人极力要

维护它的霸权又是为了什么？

答案只有一个： 为了延续美国作为

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这一国家生存方

式。

美国人在过去 40 年里，找到了一种

在他们看来是最好的， 也最便捷的国家

生存方式， 那就是用金融手段从全球向

美国转移财富。 美国人发现自己可以不

用生产其他的产品， 只生产一样东西就

可以致富， 就可以过得比世上所有人都

好，这个方式就是印刷美元。美国人可以

用生产美元来过好日子，就此意义上说，

美国人最基本的生存方式就是金融生

存。

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懂得，为

什么在过去的 40 年里，美国把它所谓的

垃圾产业、 夕阳产业纷纷转移到其他国

家， 转移到新兴国家包括中国， 而让它

70%的就业人口从事金融和金融服务

业。

逐渐“完美”的金融殖民帝国的蓝图

美国历史上唯一突破美国宪法限

制，连续干过四届美国总统的罗斯福，应

该说是 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政治家。他

的重要之处在于他的影响超出了 20 世

纪，甚至到 21 世纪美国和世界也还生活

在他的影响中。比如说联合国，再比如说

关贸总协定（即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

就是在他的主导下创立的。

更重要的还有“布雷顿森林体系”，

其实质用一句话就可以讲清楚： 全世界

的货币锁定美元，而美元锁定黄金。美国

政府向全世界承诺，每 35 美元可以兑换

一盎司黄金， 那个时候的美国可以说是

志得意满， 因为这个时候的美国有世界

上最大的黄金储备， 世界上 80%的黄金

都捏在美国人手里，与此同时，美国还拥

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生产能力和军事机

器。

通过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

人一举确立了美元的霸权地位。 这个地

位一直延续到 1971 年 8 月 15 日， 在此

之前，美国是世界上最富裕、最稳定的、

经济发展势头最好的国家，自然，美元信

誉也是最好的， 这种美好景象一直持续

到 1971年。

1959 年，美国人远涉重洋，卷入了

越南战争。 在越南打了将近 17 年的仗，

到 1975 年结束战争仓皇撤离西贡时，美

国人一共被击落上万架飞机， 丢掉了

49000 名官兵的生命，最后却一无所获！

这场战争打掉美国 8000 亿美元，相当于

现在的 3万亿美元。与之对应，美国的黄

金储备也日渐减少，到 1971 年，这场战

争还没有结束，美国已经是捉襟见肘，钱

不够花了，美国陷入了空前的窘境。

1971年 8月 15日，当时的美国总统

尼克松宣布：美元跟黄金脱钩。这一失信

之举意味着美国可以不受黄金的羁绊，

随意加印美钞了。过去每印 35美元都要

准备一盎司黄金，现在起码从理论上说，

想印多少就可以印多少！

一位有良知的年轻经济学家迈克

尔·赫德森指出，美元跟黄金脱钩，在短

时间内对美国有好处， 因为美国可以在

全世界还没回过神来时多印钞票， 用没

有黄金背书的纸币去占全世界的便宜。

但长期看， 这对美国和全世界都决不是

什么好事， 尤其对美国， 无疑是饮鸩止

渴。

美国政府根本不理会迈克尔·赫德

森的警告，对迈氏的报告反其意而用之。

在这些美国经济政策的制定者看来，既

然这么干短期对美国有好处， 干吗不把

它变成一个长期的好处， 让美国人永久

享用呢？

为了与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宗商品挂

钩，确保美元的地位稳如磐石，美国又设

法让全球的石油交易用美元结算，从此，

全世界的石油交易与美元挂钩， 而美元

的信用也就在此后 40 年里，牢牢地与全

球的能源需求挂上了钩。通过金融殖民，

全世界都纳入美国的金融体系中，然后，

像拧开自来水水龙头一样让财富滚滚流

入美国人的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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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这个大战略

目标， 美国需要推进全球

经济的变化， 以适应美国

的胃口。 首先需要完成的

是全球产业大分工， 即所

谓的全球化。 为了造势，更

为了让美国式的全球化得

到地球人的普遍认同，必

须有一种理论为其摇旗呐

喊，为此，美国人摈弃了凯

恩斯， 选择了自由市场经

济理论， 把它作为一种先

导性理论， 为美国主导的

全球化开道。

要使全球产业大分工

看上去合情合理， 完全合

乎经济规律， 美国人用比

较优势理论把全世界分成

了两块，一块是美国，美国

人认为它的优势就在于生

产美元；另一块是全世界。

全世界的优势在哪儿呢？

比如， 中国的比较优势就

在于你有大量的廉价劳动

力。 你的发展就只能借助

这一优势。 这理由看似光

明正大，让人心服口服，通

过比较优势理论， 美国就

永远处在了全球经济生物

链的高端， 而像中国这样

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国

家， 就别无选择地只能发

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不

可改变地永远居于整个经

济生物链的低端， 其他国

家依此类推， 全球产业大

分工就这样完成了。

由美国人作为一方，

全世界作为另一方， 由美

国人负责生产美元， 而全

世界负责生产用美元交换

的产品， 这就是美国人主

导的全球产业大分工的本

质，从此，全球化浪潮席卷

全球。

当这样一种对应关系

形成之后， 在美国和全世

界之间， 会出现什么情况

呢？

美国用自己的金融体

系， 把全世界与美国紧紧

捆绑在一起， 这种由美国

向世界输出美元， 而世界

向美国提供产品的交易模

式， 其结果就是全球财富

快速向美国集中， 这也就

是美国在 1990 年前的 200

多年里，GDP 最高时才不

过达到 7 万亿美元， 而在

最近的短短 20 年里，GDP

居然翻了一番，达到 14 万

亿美元的根本原因。

当然， 美国人比全世

界都清楚， 用这种方式聚

敛的财富， 仅仅靠全球产

业大分工是不够的， 甚至

再加上石油与美元挂钩也

还不够， 还需要一个非常

强有力的手段， 如果没有

这个手段， 美国不足以从

世人手中掠走那么多的财

富， 而这个手段就是天下

第一的军事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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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每发动一场战争，背后都有金融利益的推动。 图为阿富汗战争中的美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