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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二

后的美国经济
劲 诚

一
、 “

布雷敦森林会议
”

与美国霸权地位的确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到 年
,

同盟国稳操胜券
,

轴心国意大利 已经倒戈
,

德
、

日法西斯

困兽犹斗但败局已定
。

当时
,

除美国和瑞士外
,

战火所及各国货币制度一片混乱
,

为了重建一个

较完整的货币体系
,

参加 筹备建立联合国的美
、

英
、

法
、

苏
、

中等 个国家的代表
,

在美国新罕

布什尔州的布雷敦森林举行国际货币金融会议
,

即布雷敦森林会议
。

与会代表字斟句酌
、

仔细

推敲
,

最后通过了美国财政部长助理哈里
·

怀特草拟的联合国家稳定基金与联 合国家及协同

国家复兴银行计划草案
。

主 旨是肯定以美国作为国际金融中心
,

取代满 目创夷的大英帝国的世

界金融中心地位
。

“

布雷敦森林协定
”
确认事隔 年即美国政府于 年制定的 美元等同于一盎 司黄

金的官价
,

其它各国中央银行可将持有的美元按照此价向美国兑换黄金
。

协议还规定其它会员

国货币按其法定含金量与美国定出固定的比价
,

不得随意变动
。

由于美元同黄金直接挂勾
,

其

它国家货币只能同美元挂勾
,

美元取得了与黄金相等的贮存手段和显赫的国际支付手段的特

权
。

国际上 自然形成以美元为中心
、

实行固定汇率制的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
。

美国的联邦储

备银行变成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央银行
。

年美元实际购买力较 年 已经下降
,

而
“

布雷敦森林协议
”

所规定的 美元等同于一盎司的官价实际上是提高美元地位而压低黄金

价格
。

这对于战后美国对外经济扩张极为有利
。

此时 美国人 口虽然只占世界的
,

却拥有资

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的
、

外贸出 口 总额的
、

黄金储备的
。

它生产着资本主义世界

的小麦
、

的棉 花
、

的玉米
、

的煤和 石 油
、

的钢
、

的汽 车和 拥有全世 界

的民用飞机
。

年美国武装部队高达 万人
,

海军船舰 万吨
。

在联合国会议上
,

许多国家由于有求于美国
,

所以唯美国之马首是瞻
。

美国则从心所欲
,

操纵了一个占绝对多数

的投票集团
。

美国前总统赫伯特
·

胡佛洋洋得意说
“

我们能够把 自己的政策强加给世界
” 。

当

时的总统哈里
·

杜鲁门也一再扬言
“

美国负有领导世界的责任
” ,

面对着被丘吉尔首相看来不

过是
“

一堆瓦砾场
,

一个藏骸所
”

的英伦三岛
,

以及大英帝国的殖 民地和 自治领地
“

相继脱离了

英国的卫星轨道转入正在升起的美国超级星球的引力场
” ,

英国外交大臣 贝文感慨万端地说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
,

英国掌握着全世界财富的
,

而今天
,

美国则撑握着大约
。

为了恢
复生产

、

发展经济
,

受战火蹂踊的世界各国
,

只能向美国购买商品
,

由于囊中羞涩
,

各国不仅黄

金储备有限
,

又没有可以输往美国的商品
,

因此普遍感到美元缺乏而形成
“

美元荒
” 。

于是原子

弹和美元 自然成为美国称霸世界的工具和象征
。



二
、

战后美国的多次经济危机与峰迥路转

年代末
, “

马歇尔计划
”

的实施和美国海外庞大驻军的军费开支
,

加上国 内大量军队要

求复员就业的压 力
,

严重的房荒和急剧下降的军事订货
,

使大量军工企业职工面临失业
。

按凯

恩斯主张行事的银行低利率
,

又促使美元大量外流
。

这些巨量的
“
欧洲美元

”
不久倒流美国购买

商品
,

随即形成美元泛滥
。

年代初
,

曾遭战争破坏的国家在废址上重建
,

经济逐步回升
。

对美

国的贸易出 口 逐渐扩大
。

年欧洲共同市场建立
,

各国货币可以 自由兑换
,

加强 了竞争能

力
。

而美国国际收支 已出现严重逆差
。

年美国黄金储备由 年的 亿美元下降到

亿美元
,

而所欠外债达 亿美元
,

导致战后第一次美元危机
。

年美国黄金储备又剧

降至 亿美元
,

对外流动负债高达 亿美元
。

年美国发生了 年来第一次贸易逆

差
,

美元形势益加恶化
。

年 月美国被迫签订
“

史密森协定
” ,

决定 美元对黄金价格贬值
,

即黄金 由每盎司 美元上升到每盎司 美元
。 “

布雷敦森林协议
”已受动摇

。

年

美元危机再度爆发
,

美国政府被迫宣布美元再次贬值
,

黄金官价每盎司为 美元
,

“

布雷敦协议
”

名存实亡
。

年鉴于美国经济危机 日益加深
,

国际货币委员会在牙卖加集会
,

签署了
“

牙卖加协定
” ,

宣布废除黄金官价
,

允许各会员国 自由选择汇率
。 “

布雷敦森林协议
”
彻

底崩溃
,

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彻底瓦解
。

美元对黄金价格的屡屡贬值
,

说明进入 世

纪 一 年代后
,

美国经济形势 日益严峻及其世界霸权地位的跌落
。

据资料记载
,

伴随西欧和 日本经济的复兴
,

美国商品出口 自 年起显著下降
,

而进 口量

却在世界贸易进 口 总额的比重 由 年的 增至 年的
。

一 年
,

美

国国际收支逆差累计 已达 亿美元
,

通货膨胀的隐患 自从罗斯福
“

新政
”
以来的长期赤字

财 政政 策 已 在 美 国经济生 活 中深 深扎 根
。

如 年美 国 消费价 格 指数 比 年上 升
· ,

批发指数上升
,

以后无论是肯尼迪 的
“
新边疆

” 、

约翰逊的
“

伟大社会
”
施政方

针
,

都无法挽救正在沉沦的美国霸权地位
。

为了弥补庞大的政府财政赤字
,

历届政府只好举借债务度 日
。

年代政府公债每 年增

长率为
,

但进入 年代
,

前 年上升到
,

后 年上升到
,

一 年猛增到
,

与赤字财政相匹配只能是进一步增大货币供应量
。

从 年代的
,

增加到 年代的
。

一 年增至
,

但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却由 年代的 降至 年代

的 年代再降为
。

反差益形扩大
,

最后酿成了 至 年代被美国经济学家惊

呼为
“

奔驰性通货膨胀
”

和生产停滞讲发症
。

滞和胀又互相牵制
,

成为美国政府穷于应付的恶

性循环
。

尼克松上台
,

仍把凯恩斯主义奉为圭桌并遵行不移
。

年和 年财政赤字高达

亿美元
,

年货币增发量为
,

在尼克松第二届总统任内
,

通货膨胀 已上升到
。

越南战争失利
,

中东石油禁运 ,’水门事件的困扰
,

同苏联争夺世界霸权的多次受挫
,

证明美国干

涉世界事务鞭长莫及
,

力不从心
。

尼克松在内忧外患中承认
,

他的膨胀与收缩交替为用的财政

政策遭到失败
。

此时美国的黄金储备从 年的 亿美元再下降到 年的 亿美元
。

国外拥有可向美国兑换黄金的美元则由 亿美元上升到 亿美元
。

美元信用大跌
。

此时

欧洲屡屡发生抛售美元
,

抢购黄金的风潮莫不使美 国当权者如坐针毡
,

感到美国国力江河 日

下
。

作为美国三大经济支柱的汽车
、

钢铁
、

建筑行业 总产值 年较 年下降
,

汽车产量 年较 年下降
,

钢产量 年较 年下降
。

失业率却扶

摇直上
,

年为
,

人数为 万
。

消费物价指数 年上升
,

年高达
,

年政府财政赤字为 亿美元的创历史记录
。

年卡特当政时
,

物价持续上升
,

年被称为美国战后第七次经济危机
,

工业



生产下降
,

通货膨胀率为
。

由于经济政策的失败导致卡特竞选总统落选
。

年罗纳德
·

里根入主 白宫
,

在 电视讲话中承认
“
我们受到 了一次相当大规模的经济

灾难
,

按老办法 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了
” 。

鉴于美国经济长期受
‘

滞胀
’

的困扰
,

里根毅然抛却凯恩斯主义
,

反对罗斯福
“
新政

”
以来数

十年政府对国家经济生活的干预
,

主张让资本主义经济 自行其是
,

并大量降低个 人所得税
,

支

持企业加速折旧
,

以刺激经济复苏
。

由于里根听取了阿瑟
·

拉弗的发展经济应着眼于刺激供应
,

供应会 自动创造需求的供应

学派主张
,

同时又采用了以米尔顿
·

弗里德曼为首的芝加哥学派的主张
,

即提倡国家要尽量减

少对经济的干预
,

只须把货币供应量作为政府唯一的政策工具
,

即政府只要保持每年货币发行

增长长期维持在 一
,

和预计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大体保持在同一水平上
,

以 稳定物价并

促 使 经济复 苏
。

里 根满怀信心期待美 国经 济增 长率将 从 年 上 升到 年 的
,

以后会长期保持在这一水平上 失业率将 由 年的 下降为 年的
,

年再降为
。

经济学家赫伯特
·

斯担风趣地称里根经济主张为
“

快乐的经济学
” 。

但

无情的事实粉碎了里根的一厢情愿
。

从 年 月开始
,

被称为战后美国第八次经济危机正

在用他那玄 色的法袍扑打着美国的大门
。

此时
,

工商业倒 闭较 年增长
,

年较

年国民生产总值反而下降
,

失业率 年上升到
,

失业 人数突破 万
,

货币增发量远远超过里根原来的设计达到
,

说 明里根部分采用了凯恩斯主义
,

实际放弃

了货币学派主张
。

里根的经济政策引起了 一 年的第八次战后经济危机
。

但从 年

年底开始
,

经济明显 回升
。

年国民经济增长率为
,

年增长率为
,

以后增长

势头虽然减弱
,

但到 年 月已持续了 个月的低速增长
,

失业率 由 年的 下降

为 年的
,

就业 人数增加 万
,

通货膨胀从 年后连续两年下降为
,

年又下降为
,

美国经济一时似乎挣脱了长期滞胀并存的噩梦
,

取得 了连续 年半的温和性

通货膨胀下的低速增长
。

但里根也对诸多社会问题束手无策
。

据美国官方公布 年生活在

贫困线下的人 口 占全国总人 口 的
,

年上升为
,

年仍有 万 人处于

贫困状态
。

布什继任
,

经济政策仍步里根后尘
。

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纷纷解体和多国

部队在海湾战争的胜利虽给布什的外交政策增色不少
,

但终因国内经济困难重重
,

回升乏 力
,

使他在一任后就搬出白宫
。

八次经济危机间隔越来越短而危机阶段越来越长
,

一直使半个世纪

以来美国经济在困难中颠跋留顿
。

诸多经济学者由此论证美国经济一撅不振
,

推论美国已经紧

步昔 日大英帝国之后
,

气息奄奄
,

夕阳残照
。

某以为不可
。

美国在与 日本
、

德国
、

西欧甚至亚洲
“ 四小龙

”

竞争中屡屡有挫
。

如以 年为例
,

美国和 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分别为 亿美元

和 亿美元
,

日本经济规模为美国的
,

到 年 日本国民生产总值 已突破 亿

美元
,

比 年增长两倍
,

同时美国国 民生产总值则增至 亿美元
,

比 年翻 了 一

番
。

但我们还应看到
,

年 日本国民生产总额 比美国少 。。亿美元
,

但这个差额 年

扩大为 。亿美元
,

美国比 日本更领先
。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塞缪尔
·

亨廷顿论证 年至

年 日本国内生产总值是它在 年至 。年间平均增长的 而美国 年至

年的经济增长率则是它在 年至 。年之间的平均增长率的
,

美国增长超

过 日本
。

塞缪尔
·

亨廷顿 引用 年美 国
“

总统经济报告
”

中列举 的统计
,

认为
,

年至

年美国
、

日本和欧洲共同体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

和
,

而 年至 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

和
,

美国增长速度和 日本相同并一

直高于欧共体
。

至于美国是否已经变成纯债务国
,

塞缪尔
·

亨廷顿认为 迄至 年
,

美国对

外直接投资额累计为 亿美元
,

年代末
,

美国从这些投资中获益每年在 一 亿美

元之间
。

年美国从海外投资获益较外国在美国投资获益总量多 倍
,

即多出 亿



美元
。

克林顿入主 白宫后 美国国民生产率逐年提高
,

继 年四季度 的惊 人增长之后
,

年一季度国 内生产总值增长年率仍保持在 的可观速度
,

工业生产 已经 个月继续攀

升
,

年 月失业率下降到
,

已接近充分就业
。

一 年
,

美国生产率以每年

的速度增长
,

是 一 年代平均速度的二倍多
。

年财政赤字头 个月 比 年同期减

少 亿美元
。

据美国政府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经合组织的估计
,

年经济增长幅度应在

一 之间
,

年至少可保持
。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
,

如果美国经济近年一直持有这

种速度
,

就可以在没有潜在的通货膨胀压 力下
,

仍可持续好几年 的经济增长
。

应当看到
,

美国在经历了周期性的经济呆滞之后
,

峰迥路转
,

已逐步进入周期性的经济回升阶段
。

三
、

即非夕阳残照
,

又非全面复兴

布雷敦森林会议后 年来
,

美国经济状况 已经历了深刻的变化
。

而昔 日的霸权地位
,

由于

国内垄断集团和广大无产者的斗争
、

国外经济
、

政治多元格局的出现以及美 国 自身的经济困

难
,

而屡受挑战
。

但是
,

由于在新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
,

科学技术
、

原子能应用
、

电子技

术
、

合成材料
、

航夭
、

信息
、

自动化和生物工程等不少美国占居鳌头的高科技的推动
,

产业结构

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

工农业生产获得 巨大发展
。

美国虽然是已从垄断资本主义进入国家

垄断资本主义即资本主义最后的腐朽没落阶段
,

由于竞争仍然是绝对的
,

各种垄断组织
、

社会

各个利益集团及不同的产权所有者之间无不存在着激烈的竞争
,

而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下的

竞争
,

势必给产业部门带来内在的动力和外部的压 力
,

这就迫使企业竞相采用高新技术提高

生产力和降低成本
,

才能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和生存能 力
。

其次
,

由于新的国家垄断资本的出

现
,

资本更加雄厚
,

也才能不避风险为高科技术注入大量资金
,

保证诸如
“

曼哈顿工程
” 、 “

阿波

罗登月计划
”

获得成功
。

还应看到
,

垄断集团之间不仅存在着相互角逐和你死我活的斗争
,

也存

在着为了攫取最大利润而互相结合
。

其三
,

在生产高度社会化过程中
,

企业的基本形态为股份

公司
,

出现 了“

股份 民主化
”

的势头
,

企业职工 由过去的纯粹处于被奴役被剥削的地位转变为获

得一定程度的协商权
、

参与权
,

甚至是共决权
,

阶级关系有了某些调整
。

战后
,

美国社会的阶级

斗争已不象《资本论 》一卷首版时那样激烈
。

美国工人阶级 已不是为了
“
活下去

”

而是为了
“

活

得更好
”

而斗争
。

第四
,

高度机械化和 自动化
,

推动美国农业全部摆脱了手工劳动状态
。

年

前美国农产品进 口 总额大于 出口 总额
,

到 年出 口 为原来的 倍
,

上升到 亿美元以

上
,

农产品的贸易顺差达到 亿美元
。

劳动中因为智力因素不断增加
,

体力劳动和脑 力劳动

的差距逐步缩小
,

城乡差别正在消失
,

说明新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
,

还能够在新形势下互相适应
。

前苏联的解体
,

使美国消除了最大的潜在威胁
。

对军费开支作某

些削减既可减少政府财政赤字又可在教育
、

培训
、

科研方面注入更多资金
,

刺激经济增长
,

而强

大的增长 自身就会形成一种有力的
、

自我加强的能力
,

造成 良性循环
。

凡此种种足以说明
,

那种

认为美国已紧步大英帝国之后
,

已是夕阳残照
,

是没有充分根据的
。

但不容美国当政者乐观的

是
,

刚进入 年
,

美国对 日元
、

马克的持续贬值
,

美 国统治集团虽倍受指滴
,

捉襟见肘仍不能

挽救江河 日下的美元贬值趋势
,

又说明了
,

只看到美国的军事实力
、

政治凝聚 力和高科技的发

展以及近来贸易竞争中的凌厉攻势
,

在推销飞机
、

电站
、

通信设备方面的颇频得手
,

就认为美国

已经全面复兴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

在周期性的萧条之后会出现周期性的复苏
,

美国经济在
“

布雷敦森林协议
”

签订后的半世纪
,

和其它西方主要资本主义 国家一样
,

在困难中蹈龋而行
,

如牛负重
,

在挣扎中前进
,

才是符合实际的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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