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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干预的改革必然落入美国设置的陷阱  近几十年，不少国家先后对本国经济体制进行了改革，形成了改革潮，但成功

的先例十分罕见。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对包括汇率在内的旧体制进行一揽子改革，造成俄罗斯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财政破

产，卢布大幅贬值。美元与卢布的汇率由6：1猛跌到1：6000，俄罗斯政府被迫废除旧卢布，发行新卢布，新旧卢布的比价为1：10

00。俄罗斯经济陷入一片混乱，改革给俄罗斯经济造成的损失相当于打两个卫国战争，俄罗斯经济整整倒退了20年，至今还未完全

摆脱灾难的阴影。俄罗斯的经历表明，把“改革主权”拱手让给外国，“货币主权”最终必然丧失殆尽。  在现代货币史上，西

方大国也有类似的汇改经历。日本经济在上世纪曾经历过长达20年的高速增长期，1959年到1985年，GDP增长了近20倍，年均增长

13%，出口增长了59倍，年均增长16%，出口额占世界出口的比重由3.08%上升到9.63%，日资大举进入美国市场，昔日的“小伙

计”大有“收购”美国之势，美国的经济地位受到了挑战。正是在这个背景下，1985年9月22日，美国伙同英、法、西德、日本财

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秘密开会，达成了所谓“广场协议”，共同干预外汇市场，下调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以解决美国

对外贸易赤字，胁迫日元升值。“广场协议”签署后，五国联手大量抛售美元，引起市场抛售美元狂潮，美元汇率大幅下挫，日元

大幅升值。1985年9月1日，1美元兑日元为1：250上下，三个月后跌到1：152，1987年达到1：124。1988年与1985年相比，日元升

值86.1%。日元大幅升值，导致日本出口锐减，失业率上升。素以“贸易立国”的日本从此进入了长期停滞、衰退。到90年代，经

济年均增长降到1.75%，居民消费的增长下降到0.6%。日本陷入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这一时期被称之为“失去的十年”。

“广场协议”提供了美国干预发达国家汇改，遭致灾难性后果的例证。  发展中国家汇改也难逃美国干预的厄运。上世纪70年

代，美国炮制了所谓“华盛顿共识”，强加给发展中国家，按照新自由主义全面私有化、市场化、自由放任的主张改革经济体制。

不少国家，例如阿根廷、智利、巴西、印度尼西亚等国，深受其害。  翻开战后世界经济史就会看到，许多国家的金融改革背

后，都有一只黑手——美国。而且，只要美国插手，改革必然落入美国设置的陷阱。美国之所以干预别国的“改革主权”，其用心

在于，拉着“改革”的大旗，通过“改革”的途径，推行经济殖民主义，把别国纳入美国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势力范围，维持其世界

经济霸主的地位，重温殖民帝国的旧梦。  “货币主权”不容侵犯  “货币主权”是国际经贸关系中通行和公认的准则，所谓

“货币主权”就是通过货币实现国家利益。货币之所以具有主权的属性和特点，是由货币的本质和功能决定的。货币本身就是由一

国政府强制发行的、体现国家利益和意志的、在国家疆界范围流通的交易工具。货币特别是纸币问世以来就属于国家主权范围。

“货币主权”涵盖币种、货币发行权、币值、汇率、储备等诸多事项。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制定相关货币法，并监督实施；各国政府

都设有专门机构依法行使本国“货币主权”；任何国别的货币都享有不容侵犯的主权。在近代经济史上，不乏企图创建一种能完全

取代主权货币的世界货币的先哲。但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完全超国家主权的世界货币。尽管“货币主权”有诸种弊端，但现在

并不具备创建“普世”币种的客观条件。  我们强调“货币主权”不容侵犯，这与贸易自由化、经济全球化并不矛盾。货币主权

和币值（包括汇率）的关系，同商品所有权和商品价格的关系一样，二者互相联系、互相依存，而不可互相替代、相互否定。货币

作为一种可交易的商品，一旦进入市场，就要受市场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影响，但市场和市场机制的作用绝不是对“货币主权”的否

定和替代。相反，必须以承认“货币主权”、以实现“货币主权”为前提。当然，市场和市场机制对“货币主权”的影响也不是被

动的、消极的。欧元的发行和自由贸易区内结算货币，就表明了“货币主权”是可以部分让渡和有所限制的。  运用法律和行政

手段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这是各国维护和实现货币主权的两种必要手段。这两种手段也是互相补充、缺一不可的。在市场博弈

中，政府应当交替使用两种手段，防范别国侵犯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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