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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帝国》

内容概要

本书旨在梳理美国与欧洲和美国与亚洲的金融关系背景，它解释了自1971年黄金非货币化之后，美国
财政部的债券标准如何为美国提供了一份免费的午餐，为什么不可以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
行提供帮助。本书第一版发行于三十年以前，它首次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迫世界债务国
实行毁灭性的政策进行了批评，并追溯了这些政策背后的美国外交压力。它揭示了英国人和美国人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举动如何导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金融解除管制的旗号下推动了债务国的资
本外逃。本书还记载了世界银行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如何力求促进国际贸易对美国农产品出口的依赖
程度，从而世界银行也相应地反对国外的土地改革和农业自给自足。这些政策的种子制造了1991年后
由美国支持的窃国寡头主导下的俄罗斯改革的灾难和1997-98年亚洲及俄罗斯危机，它们都可以追溯到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两个布雷顿森林机构从其创建始在美国经济外交官的坚持下留下的结
构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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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帝国》

书籍目录

译序    美国金融霸权的四大支柱    美国金融霸权的辅助性安排    怎么办？    赫德森对俄罗斯普京政府的
政策建议第二版序言引论：美国金融帝国    美国经济外交在两次大战期间的两难    美国战后“自由贸
易帝国主义”的规划    美国进入将其国际收支推向赤字的冷战    美国金融帝国的新特征    美国的国际
收支赤字如何成为实力而非弱势的源泉    新型帝国    当今的金融不稳定与20世纪20年代情形之比较    世
界脱离美元化走向金融自主的必要性    第一部分  美国世界秩序的诞生：1914—1946年第一章  政府间债
务的缘起(1917—1921年)第二章  1921—1933年间世界平衡的崩溃第三章  美国拒弃世界领导权    罗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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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  美帝国的机构第七章  美国在世界银行中的战略    世行从重建借贷向开发借贷的转变    世行
的运作如何偏向于援助美国第八章  美国对外援助中的帝国主义    美国对外援助的军事化    援助接受国
对美国贸易和收支平衡的作用    美国的军事开支如何扰乱了其国际收支和援助项目    粮食援助如何促
成了农业依赖    粮食援助如何有助于美国的国际收支    对外援助与冷战地缘政治    第三世界的美元债
务问题第九章  关贸总协定与双重标准第十章  通过IMF取得的美元支配地位(1945—1946年)    英国如何
遭受了毁灭    为防止竞争性贬值而稳定货币    固定货币平价如何导致了英镑的高估    美国如何设定份
额    IMF早期贷款运作的边缘性    第三部分  货币帝国主义与美国财政部的美元标准第十一章  以其他国
家的资金为美国的战争融资(1964—1968年)第十二章  从破产得到的权力(1968—1970年)第十三章  以货
币危机完善帝国(1970—1972年)    美国违法的纺织品配额引来外国的报复    欧洲威胁要进行金融与贸易
报复    1971年夏天，美元危机迫使欧洲汇率上升    1971年8月15日及其后果    欧洲在1971年秋的崩溃第
十四章  1973年春季的货币出击    美苏共管？第十五章  货币帝国主义：21世纪    美国的“粮食帝国主义
”对抗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美国国库券本位中隐含的货币帝国主义    结语附录1  迈克尔·赫德森博士
在俄罗斯杜马的证词    俄罗斯是个债权国，这正是它的问题之所在    建立卢布租金，稳定俄罗斯财政   
俄罗斯是否不得不清偿其所负外债？如果是的话，俄罗斯以什么样的条件清偿    结论附录2  俄罗斯如
何才能建立更可行的金融和财政体制    西方的金融建议是如何让俄罗斯变得穷困潦倒的    货币、信贷
体制和政府债务    货币主义者对政府支出的攻击    俄罗斯1990年的紧缩计划：美国最后的冷战胜利    信
贷、价格、就业与产出之间的关系    俄罗斯混淆了国内货币需求与外汇储备    维持卢布稳定如何补贴
了资本外逃    创建工业导向的金融体制的必要性    俄罗斯导向的财政体制将如何促成有利于增长的银
行体制附录3  俄罗斯国内寡头与美国垄断资本——迈克尔·赫德森访谈附录4  美元霸权与美国对外战
争融资    美国如何使其他国家为其对外战争买单    美国的免费午餐，欧洲和亚洲买单附录5  世界经济
的金融化    私有化的长期发展动力    后苏联盗贼统治下的私有化    金融部门推动私有化的动机    私有化
主要是一种金融现象    启蒙运动和经典经济学的精神被逆转    神话和现实    有没有出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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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帝国》

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美国世界秩序的诞生：1914——1916年第一章 政府间债务的缘起（1917——1921年）在“
一战”期间及战后，政府间的债务使体现战前经济关系之特征的私人投资黯然失色。然而，比债务规
模更为重要的是，在地缘上，信贷集中于单个国家美国手中。战前，没有任何经济学家预见到，美国
政府的行为与从前的债权国行为有何不同，或者新的政府间债务体系与此前的私人国际投资体系有何
不同。“一战”前，外国资产的债权主要由私人投资者以股息或抵押债券的形式持有，那些抵押债券
以铁路、矿业公司、银行和其他外国控股公司不断产生收入的资产作担保。巨额的政府债务司空见惯
，但这些债权主要由私人投资者持有，而不是由它国政府持有。国际贷款和投资被认为具有自我分期
清偿的功能。随着外国财富的增加。矿业、工厂和其他实业的投资者将获得利润回报，而且，在政府
背负债务的情况下，国家税收的基础将提高。原则上，政府借款为项目融资，其目的是增加国家收入
，因此，它们征收更高的税，是出于其能够偿还贷款的考虑。战争改变了一切。战争使某些政府欠下
其他政府巨额债务，它们远远高于国际私人投资的价值，并完全基于新的原则之上。在战后债务中，
主要是盟国间的军费债务，其在1923年达到280亿美元，此外，1921年确定的德国赔偿债务为600亿美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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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帝国》

媒体关注与评论

　　美国政府禁止日本出版的书：这《金融帝国》的出版很不容易，而且给作者带来很多麻烦，许多
大学都不敢让他任教，作者其他作品的出版也一直受到正统经济学家的抵制。《金融帝国》的日文版
本来已经签好出版合同，但是在美国外交界的压力下，合同不得不取消。　　这是一本比《货币战争
》还要好很多的书。　　——著名学者、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崔之元　　迈克尔·赫德森的
这本辉煌的具有毁灭性冲击力的著作将引起正统经济学家深深的不安和愤怒的反击。古典经济学家不
喜欢人们提起帝国主义的丑陋现实。赫德森是当前世界上少数几位用令人吃惊的角度看待老问题的经
济思想家。　　——世界畅销书《第三次浪潮》和《财富的革命》的作者　阿尔文·托夫勒　　近一
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它是综合分析资本帝国主义在列宁之后采取了哪些新的和不同的形式
的第一《金融帝国》。　　——哥伦比亚大学　特伦斯·麦卡锡（Terence McCarthy）教授　　在全球
化的今天，货币代替枪炮成为战争的主角，其造成的后果比真正的战争更加血腥和残忍——许多人被
洗劫后还浑然不觉。《金融帝国》将帮助我们了解那些触目惊心的内幕，帮助我们更透彻地洞悉这个
时代的黑暗与危机，让我们从麻木不仁和被欺骗的状态下觉醒。　　——中国传媒人联盟特约观察员
、凤凰卫视·凤凰博报特约顾问，南京大学客座教授、上海证券报评论主编时　寒冰　　由于金融知
识成为技术门槛，使有机会与大洋彼岸金融帝国打交道的金融权贵们，可以因为具备所谓开放意识和
国际化能力而得到资源和晋升，获取更多的个人利益，但是却牺牲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这种局面对
于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场噩梦。对于希望跨越金融技术障碍从而擦亮眼睛的人，这是一本必不可少的
引路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曹建海　　《金
融帝国》有着深邃的历史洞察力，为研读世界金融形势，熟悉国际金融规则，分析国内金融现状提供
了战略性思维。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互动业务部副总经理　周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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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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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帝国》

精彩短评

1、又见阴谋论~
2、感触很深。
3、虽说封面跟风《货币战争》很令人不屑，其实这本书还不错，比《货》强太多了。
4、1-13页竟然书角烂了，虽然不影响阅读，但影响阅读时的心情，卓越的书就是这个质量吗？？？可
以替换吗？？？希望答复。
5、非常不错的一本经济类的书，必看
6、呃，帝国⋯⋯注意
7、看了之后，和看完《货币战争》之后一个想法，一个国家的金融行业真的很重要，一定要我在自
己手中。这书主要是讲美国的金融政策如何玩转各国。联系现实，的确是这样。唯一不足的就是，书
从当当上买来之后，就一直觉得这书是盗版的，郁闷。
8、丘吉尔其实就是被人卖了还数钱的主：大英帝国，德国，法国甚至苏联因为欧陆霸权的不合，导
致被美国玩弄，失去了欧洲霸权；将来的世界霸主需要好好研究下美国怎么打破日不落的囚笼，让它
服服帖帖的拱手让出霸权。
9、玩过金融帝国游戏的人都晓得
10、不错，有点道理
11、第一遍没搞懂货币和贸易的实质
12、我买的这本书是盗版，很失望，没想到在亚马逊也能买到盗版书。
13、美帝国主义依然是世界的霸主，不可避免的要向她学习，金融战争没有结束的时刻，直到永远。
读完，感觉中等，可能是翻译的不算太好。
14、比较不错的经济学读本
15、印刷质量差。脏，看完要洗手。
16、迈克尔·赫德森：2008年美国大选民主党候选人丹尼斯·库钦奇的主要经济政策顾问曾任美国长
期经济趋势研究所所长加拿大、墨西哥、俄罗斯和美国等国政府以及联合国训练研究所（UNITAR）
的经济顾问
17、确实比《货币战争》还要好看！
18、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本书可以帮我们更了解世界金融
19、海大推荐。    这世界它疯了。
20、著名经济学者时寒冰推荐大家看看这本书的当天，我第一时间到卓越搜索，但是没有找到。经过
两个星期后，抱着试试看再搜一次的心情，居然有了，真的很高兴，立刻下订单。第三天就收到了。
像这样的好书，卓越的时效再快一些就更好了。这本书很深刻，需要认真阅读。
21、看了前言里的意识形态满满的言论有点难以接受。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作出各种全球布局，这难
道不是再正当不过的了吗？每次讨论美元计价、输出通胀、石油美元回流之类的问题的时候，为什么
不多问一句，美国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些？如果美国能做到，那么别的国家为什么做不到？这才是问题
的实质啊。
22、迈克尔赫德森先生在70年代 的著作，其中的美国国家策略一直沿用至今，不得不说美国人的执行
力合诚实度另他国望尘莫及。反观现在 的国际大棋局慢一步不是按着轨道走？一切国家的命运在该书
中已经尽述这本30多年前的著作历久弥新
23、如题，倒不是翻译的问题，写这本书的作者估计是在按照写学术报告的思路写作吧.....
24、讲述背后的故事
25、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供帮助。
26、一本被禁了20多年的书，现在读起来仍然觉得还是那么经典
27、么么哒读物。
28、..
29、可以作为一本美元核心历史的教科书，强烈推荐，据说是一本给作者带来巨大麻烦的书，禁止日
本销售的书（所以日本经历了失去的25年还没缓过来）一本华尔街投行必读的书。概述一战美国索取
欧洲债务，二战美国接过英国主导权，还讲述了冷战的核心关键。脑洞大开而且是很深入的一本书，
美元霸权何来，为何要维持，理论和实际结合很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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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帝国》

30、00
31、需要了解的金融真相
32、不得不读的好书  必须给五颗星！！
33、终于看完了，其实重点就在最后一章。
34、感谢赫德尔森带给我美国经济历史和不同视角
35、具体内容不知道，爸爸看的书，应该不错
36、正在读
37、其实是比较经典的一部书，不过作者写的比较枯燥，需要耐心
38、我现在每天在微博上浪费时间看碎片信息，发现很多只言片语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有学者给出过
专业论述甚至是专著，这本书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金本位时代的终结，随之而来的信用大
扩张。看这本书的时候看新闻才知道原来美帝2012的总统候选人之一罗姆尼在竞选时曾经提出过恢复
金本位的提议。
39、等了很久 终于降价了 可以好好读读了 时寒冰老师推荐的纸张和印刷太差了 严重怀疑是不是盗版
的 之前我买的粮食危机纸张很好
40、挺好的一本书，我用来作为一本学习金融的导读来说，效果不错。最起码可以知道不少。
41、封面很脏  给人一种书很旧的感觉
42、国际事务 没有永恒的朋友 只有永恒的利益
43、怀着很期待的性情买了一本，发现印刷实在是太烂了，非常像盗版的！建议要买的去书店看看再
决定。
44、欧洲文明还是比较顶针老实的 在债务问题上 犹太美国的确是开头不够意思后来用心险恶~ 所以某
人的理论大概是对的 他们大概就是原罪吧。。。
45、看懂世界的一本书
46、但又缺点，就是很罗嗦，可能是翻译的不够好，看起来不够顺畅舒服，语法结构太复杂，看着很
累。
47、很一般
48、书的内容很好，但是书的纸张质量给人的感觉是盗版劣质书，难怪以5.5折的价钱出售。
49、很详细的书,不错!!!!
50、金融史，同样是讲美国的金融阴谋，迈克尔的阴谋就讲的正大光明，不像国内那些，含含糊糊的
。
51、给俄罗斯支招的书。08年以前的，有点年头了。分析有点用，但有偏向性。基本不用看了。
52、附录部分
53、金融帝国的缔造
54、卓越很好，配送也快，价格有点涨了，但实际上还是划算的。
55、让人打开眼界的一本书。它详细阐述了美元逐步成为世界霸权货币的过程，以及美国政府在建立
经济帝国主义上的手腕：放弃金本位政策并通过建立世界银行和IMF向全世界不断释放贷款，使美国
国债成为新的货币本位，并通过军事和农业的出口不断巩固其美国国库券本位的剥削体制。最终的结
果就是全世界为美国背债，推动美国人民过上幸福民主自由的生活。
56、一家之言 不过比货币战争好
57、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
58、所以美国是冒险家的乐园
59、使出吃奶的力气了，就是看不懂啊。最后放弃了。看过的金融书籍也有一些了 但是没有那部看着
比这本要晦涩。
60、可结合《粮食危机：运用粮食武器获取世界霸权》《金融海啸：一场新鸦片战争》《石油战争：
石油政治决定世界新秩序》一起来看
61、山姆大叔发家史
62、这本书是年前在浙大紫荆港图书馆边上的晓枫书屋看到的，后来图书馆找不到，就到当当上买了
一本，书到时我已经回家了，就让快递员放在了房东那里，年后回来开始阅读。目前还没看完，但是
观点还是有所了解了，与我之前的一篇短文《如何理解当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一个参考》
竟然非常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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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读完，感觉很好。虽然在证据的选择上，数据少了点（这也可以理解，因为这作者所需的数据有
很多是难以获得的），但是分析还是非常精彩的。重要的是，他分析了真实的世界，继承的是古典政
治经济学的传统，这和当前占统治地位的学院经济学是不同的。
63、这是一本难得一读的好书，对投资者的经济战略思维的很大的帮助。
64、从金融角度阐述了美国金融霸权的由来，值得反思...
65、与全球分裂、保护主义一起，肉食者应当通读
66、纸张和印刷太差了，是不是盗版？
67、送朋友的！朋友非常喜欢！
68、美国的战略眼光，不得不佩服呀！
69、本书旨在梳理美国与欧洲和美国与亚洲的金融关系背景，它解释了自1971年黄金非货币化之后，
美国财政部的债券标准如何为美国提供了一份免费的午餐，为什么不可以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
界银行提供帮助。本书第一版发行于三十年以前，它首次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迫世界债
务国实行毁灭性的政策进行了批评，并追溯了这些政策背后的美国外交压力。它揭示了英国人和美国
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举动如何导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金融解除管制的旗号下推动了债务国
的资本外逃。本书还记载了世界银行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如何力
70、不考虑真实性，学术性，思想很好，美国政府控制了美国利益集团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美元的
霸权。10年读过一次，到今天其实我已经读不下去了。
71、尚可。09年时这书很红
72、全世界都被美元套牢了，要想独立，壮大自己是必要的，但起码得有敢于割肉的勇气，当然，套
的若不是自己的钱就肯定没折腾的必要了。需要看这本书的倒是不明真相的劳苦大众和他们的权益代
表，争取权益也要击中要害才有效。
73、真心想认认真真读下每一个字。。。但是定力不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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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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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金融帝国》的笔记-第5页

        首先说说这本书的缺点吧。本书的核心观点在译序和作者自己写的长篇序言中就已经得到了充分
的体现，后面具体的章节只是按时间顺序罗列证据以论证观点。相对来说，后面的部分显得比较枯燥
，可能需要读者保持一定的耐心。
再来先聊聊作者列出的支撑美国其超级帝国地位的四大基础：科技和军事实力、美元霸权、对资源的
控制和对农业的控制。前两点国内也有很多人在关注，就不多谈了。这里想谈谈对后两点的看法。
1、对资源的控制。这个观点本身不想多说，关键是书中作者列出的一些现象。作者说美国要实现对
全球尤其是欠发达地区资源的控制，其中一个手段是促使这些地方的资源价格与国际接轨，而劳动力
价格维持低水平。对照书中的观点看看，这不正是前些年我国走过的发展道路吗？这不正是国内的“
精英”们提出的政策建议吗？看看现在，还有那么多精英、专家、教授在齐声反对新《劳动合同法》
，在说什么提高工人工资导致大量外资撤退，拖累中国经济。难道我们还不能看穿他们的本质吗？中
国人，包括中国的决策者需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对这些人的话就直接无视吧。可惜，在当下的社会
中，这些人才掌握了话语权的主流，反对的声音微弱的几乎被淹没。
2、对农业的控制。回想起前些时候，国内很有名气的一位“经济学家”茅××，曾经声嘶力竭地反
对所谓的18亿亩耕地红线。当时国内很多人认为其是正确的，反对他的人都是政府的走狗，是被洗脑
了的，是五毛⋯⋯但看看本书，会发现这样的观点的流行，对中国、对中国老百姓的危害会有多大！
在自由市场上，可以通过国际市场低价买到所需的粮食，所以完全没有必要搞粮食自己？！荒谬！

2、《金融帝国》的笔记-第346页

        看了这么多，我想到：
1）规则都是可以认为改变的；
2）要逆转规则，需要实力；
3）这个世界，无论文明进步到了何等程度，“强者生存”的自然法则永远都不会消失。

3、《金融帝国》的笔记-摘录

         1.货币,是货币发行国的一种债务.各国央行外国货币持有,就是一种对货币发行国政府开支的融资,
因为出于风险考虑,一般央行只能持有发行国的国债.

4、《金融帝国》的笔记-第12页

        记得以前接触到经济学知识，说到贸易，老师或者旁人总是想着贸易顺差是很牛的，表示出口大
于进口，国家和人民赚很多钱。这样理解似乎很正确，从来没想过这样的运作，到底是好还是坏。
可人家美国可聪明多了，近几年的一些故事，包括这一章节所描述的内容，都告诉我们贸易逆差是好
事情，原来还可以这么玩的，让外国人不断地购买美国国债，然后本国人享受大量的全球产品，过着
幸福的生活。而其他国家呢，拿着美国国债，一纸空文，什么时候美元贬值了，这些国债啥也不是，
美国人随便印一堆钞票，给你了事。
看咱们国家变成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真不是什么好事情，更不值得骄傲，是美国人的聪明才智忽悠了
我们中国人啊，我们的生活水平还这么低，却能让美国人欠我们这么多钱，这合理吗？显然不合理。

我还是有一些地方还是看不懂，经济学知识有待加强啊。

5、《金融帝国》的笔记-第211页

        “粮食援助如何有助于美国收支？”本书确实揭露了美国的粮食战略，包括一直持续到今天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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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战略，即通过特定的技术手段，结合农业补贴政策，使得美国的农产品在全球范围内具备产量高
价格低的优势，控制了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如今，包括我们中国在内，如果不继续购买美国的种子，
我们许多农作物将没有产出。这就是“粮食援助如何促成了农业依赖”。
我们无与伦比的粮食生产能力极大地强化了我们的对外政策。的确，以美国这么多年以来抑制采取的
农业政策，大大的增强了其在全球的话语权，使得外交方面更具备回旋余地。中国今天实际上依赖于
西半球的粮食供应。这是事实，不说我们的国产非转基因大豆如今已经完全被美国转基因大豆攻陷，
其他各种作物的话语权也逐步转移到了美国手中。

顺便提一句，本书翻译的很一般，不够通俗易懂，很多句子的表达可以更简单明了，更贴切，更符合
中国人的话语习惯，可惜翻译者没有做到，这使本书价值有一定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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