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布雷顿森林货币战》

图书基本信息

Pag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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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部讲述美元与英镑决斗的著作，居然席卷欧美，口碑销量俱佳，让人吃惊不已。作为早已“作古”
的事件，布雷顿森林的往事有何魅力重新吸引当代人的视线呢？
原来，历史再次走到了一个特殊时刻：世界如何重新建立一个国际货币新秩序？人民币有能力挑战美
元的主导地位吗？这些问题，人们在回顾布雷顿森林的故事后，都能找到答案。
一方面，当时身为巨大债权国和贸易顺差国的美国，能以一场会议、一纸合约终结英国对世界贸易和
金融的控制权，这背后的世界形势、外交风云、政治博弈颇值得探究。而作者把布雷顿森林会议作为
连接点，将一战二战、马歇尔计划、国际金融体系、中美问题统统贯通起来，使整部作品相当有深度
、有广度、有经济政治战略的高度。
另一方面，《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齐齐称道本书的历史细节扣人心弦、充满娱乐
性的同时，又左右着历史的方向。代表英国谈判的凯恩斯，虽然思想光耀千古，却在决定性时刻难敌
美国谈判代表怀特。更不为人所知的是，一手缔造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怀特，竟然是苏联情报人员，
于是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走向和结果都受到了不可思议的影响，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今
日格局。
历史令人着迷又发人深省。今天，美国的许多论调与当年破产的英国如出一辙，而中国则采纳了当年
美国人所持的观点。真实的货币战争远比想象得更为复杂、更不可思议。请让我们牢记1944年那次伟
大尝试失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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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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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谈到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就不得不提到凯恩斯和怀特。而它建立的背景、经过、结局，无一不
展现出各方惊心动魄的博弈之战。历史眷顾了美国，美元与英镑的战争在两国战后经济力量的绝对对
比下，以美元取得世界货币的霸权地位而告终。
2、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本来就应该是一体两面的，但在很长时间里国际贸易都相对更重要，国际金
融只是由国际贸易而衍生出的问题。这本书不仅从凯恩斯和华特两个人的思想演化入手，更抓住了美
国如何处心积虑拆毁帝国特惠制这条主线。
3、此书情节曲折，将布雷顿森林体系筹备、组建的那些风云写得生动曲折，美国的怀特、英国的凯
恩斯等一时瑜亮，双星际会，也很出彩。缺憾也是对这两个人物的重要作用写了，但是其中尤其是怀
特的描写，其谋划的动因、成功的条件没有深入，因而显得像部小说而已。
4、作为经济学底子不厚的 只是搞清楚了一些东西，说不定二刷看懂的多一下
5、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了美元的霸主地位，曾经统治世界的英镑不复当年、跌落神坛。不过如果没
有美国这个反殖民主义国家的崛起，殖民主义也不会消失的那么快吧！残酷的战争还未结束，当权者
就已经在规划战后的世界新秩序，这恐怕就是现代文明中政治的含义吧！
6、很好看。内容充实饱满，作者尽可能地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讲述一件史实。翻译者也是用尽心血
。很长时间没有看到这么好的译作了。（虽然没看几本）
7、书通俗易懂，看点挺多。首先是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二十世纪至今的世界历史；其中包含了
哈里怀特这个技术官僚成长为权力核心的典型美国梦故事，其跌宕起伏的一生堪比小说；最后还提供
了美国精密的政治制度运作的典型范例。
8、因何帆老师的公众号推荐而读。对书中的间谍或阴谋论不太感兴趣，但从这本书的半部分以及尾
声，可以了解到国际货币制度的脉络以及走向。
9、史料比较详实
10、有意思的历史书，值得一读。政治和经济，国际关系和经济，就是不停的互相博弈啊！
11、美国人gap达到全球第一后花了近百年，通过马歇尔计划和两次大战后才真正击败英镑成为真正的
国际货币，人民币百年内不可能击败牙买加体系下的石油美元
12、看完一些书以后再读一遍
13、其实真是没读完。 不喜欢这书， 不是写的不好， 主要是， 我对这方面一点儿都不了解。不知道
作者在说什么。

收获是， 最开始世界是由大英帝国主导，是金本位。
然后， 金本位废了。
1战后， 重新用金本位，然后又给废了。
2战后，变成了美元统管。

整个过程等于是在说美元取代英镑的过程，符合书的标题。。

不过也好玩，马歇尔计划之前，美国一直把英国视为假想敌。后来才改变观点，扶持欧洲。。o(︶︿
︶)o 唉
要是他不扶持， 苏联估计还在吧
14、看完这本书，你依然不知道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准确理解，只知道怀特是苏联间谍。
15、感觉有些虎头蛇尾，最讽刺的是帮助美国干倒英国霸主地位的经济学家是个苏联特工
16、讲故事的成分居多
17、需要有一定专业基础才能看进去。
18、一本不必读完的书  
我只想说这么多了
19、二战之后，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将英国拉下了帝国的宝座，布雷顿会议谈判美方代表哈
里怀特和英方代表凯恩斯唇枪舌剑。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起来的货币政策并没有得到好的执行，最终
体系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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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描述了布雷顿会议召开的国际环境，参会人员，会议议程和结果，以时间为主线，穿插了相关的
人物和事件。
20、写的一般，语言也比较啰嗦，按照书中所说，怀特也是一个具有争议的人物。
21、充满爱的自以为是的猜测和自以为高明的评价
22、前面一看就打瞌睡，读了三分之一后才渐入佳境
23、高富帅凯恩斯与屌丝哈利怀特对二战后世界经济的规划，背后代表的是国家间经济实力的角力。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英帝国美元的负债不堪重负，最终大英帝国瓦解。美国的租借法案不断耗尽英国
的国力。协议是美国将美元绑定到世界公认价值的黄金，美元最终会窃取黄金的历史地位。全球货币
被统一。
24、。。。。。。。。。。。。
25、40-80年代的货币史 对人民币国际化有参考意义
26、其实内容并不枯燥，像是把小说、传记与学术文章揉在一起，兼具八卦性趣味性与说理性，我看
到怀特致力折腾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时候脑子发晕，弃了⋯⋯
27、难看
28、客观的说，这书第四章以后就跑题了，但是这个题材和书中描述的彼时英美的斗争，倒提点我们
换一个角度重新思考二战结束前后的国际形势。
29、货币是贝壳，是黄金，是信用
30、任何经济问题其实都是政治问题..经济形势相似,背后的政治形势不同,其实并没什么卵参考价值。
31、就象一部惊心动魄的小说。怀特的粗暴与狡猾，凯恩斯代表英帝国的自私与骄傲、帝国斜阳下的
无奈及某些时刻个人荣誉高于帝国利益的言行，怀特最终被证实是苏联间谍的过程，布雷顿体系的建
立与崩溃，当前世界中美危机，这些都体现出来了。
32、废话很多，政治上东拉西扯很多，但讲清了它应该讲的内容：布雷顿森林体系产生的前因后果和
没落原因。值得一读的。
33、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也是美元霸权的开始，这是很多书籍中都提及的事，但像此书一样完整
的叙述历史的却少之又少。体系之前，面对二战后的伤痕，英镑回天无力，将霸权拱手相让，凯恩斯
和摩根索、怀特的斗争相当精彩（可我不是特别明白，作为苏联间谍的怀特为何要帮助美国，因为美
苏的冷战不是在体系后就马上开展的吗）很多历史，还需要相互的印证。
34、啰啰嗦嗦，事无巨细。力图全景，半路跑题。凯翁怀特，小镇斗法。时情时形，颇有展示。不落
帝国，大江东去。白头鹰弟，借势崛起。森林瞬息，余韵深远。甲子乾坤，千秋毁誉。
35、关注点选的还是准的，确实是一段离奇的往事，对现今的影响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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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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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布雷顿森林货币战》的笔记-布雷顿森林体系

        这个时候重读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一本书自然可谓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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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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