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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  朱锋    有关石油和美元间关系的争论
，自冷战结束以来一直是美国霸权问题讨论的中心话题之一。
美国能够自1945年以来始终维持在全球体系中稳定的霸权地位、历经冷战和后冷战的诸多洗礼其霸权
特质能够常变常新，其奥妙之一就是美国牢牢护持住的美元霸权，而美元霸权背后的最重要的支撑力
量则是美国的军事霸权。
其中，用美元计算石油的国际交易、用美元垄断石油——全球最大的单宗交易产品的交易价格，则是
美元在全球货币体系中作为主导性货币其地位始终难以撼动的重要基础。
丽塔·爱普斯坦恩、c．D．杰科、朱利安·c．易沃森一内曼在其所著的《石油政治》(爱尔法出版
社2003年版)一书中明确提出，“除了推销和维护自由的生活方式之外，20世纪以来没有比石油更让美
国人在全世界忙碌的事情了”。
    在美国的霸权故事中，石油和美元作用不仅最为直接，也最为有效，更是最富戏剧性的美国权力的
增长方式。
1863年，24岁美国咸鱼和腌肉小贩约翰·洛克菲勒和他的朋友一起开办了一家石油炼油厂，并决定用
橡木桶装运他的石油制品。
1870年，洛克菲勒的炼油厂扩大为“标准石油公司”，逐渐发展起了世界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煤油
帝国。
在洛克菲勒王朝的鼎盛时期，美国“标准石油”控制了美国90％的炼油厂和占据关国70％的石油制品
出口。
虽然爱迪生发明的电灯和电力系统的发展，让煤油灯开始一钱不值，但洛克菲勒开始赶上了汽车发展
和汽油工业浪潮兴起的时代。
1877年，德国人奥托研制出了燃烧汽油的、内燃式的四缸汽车发动机。
另外一个美国人亨利·福特则将汽油动力的汽车变成了大规模的工业制造品，这就是人类历史上早的
“T一型”商用车。
洛克菲勒的石油帝国生存了下来。
但“标准石油”公司的垄断经营激怒了许多其他的美国石油商人，19世纪末，得克萨斯开始发现石油
，成为了美国石油财富新的乐园。
在鼎盛时期，得克萨斯州的spindletop产生了100多家石油公司，其中的佼佼者后来成为了全球性的“
壳牌”、“埃克森石油”等全球知名的石油工业巨头。
    石油在交通、化工、汽车、能源等领域内的巨大发展前景，让美国人引领的世界石油工业和石油金
融业开始走向全球。
20世纪初，在石油工业中尝到甜头的美国政府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开始对石油进行战略资源规划和保护
的国家。
1910年，美国国会就通过立法，授权美国总统在加利福尼亚州和怀俄明州设立地下石油贮备以保证美
国海军的石油供应。
美国军舰是世界上最早将燃煤动力改造成燃油动力的。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914年，石油就开始正式成为战争的宠儿。
石油和内燃引擎的战场使用开始改变人类的战争模式。
法国人开发了最新的军用汽油，即航空煤油；美国一直利用石油禁运在二战前掐日本人的脖子，希特
勒无法占领苏联在巴库等地的石油产区一直是其在苏德战争失败的根源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关国对全球石油的需求和战略控制，一直是美国支持中东地区反殖民地统治、
建立民族独立国家并在伊朗等地扩大战略势力的重要原因。
冷战结束后，美国发动的第一场战争就是在中东进行的“海湾战争”。
    今天这个世界，石油的全球市场供应稳定而又充裕。
美国的石油消费也已经开始逐步进入稳定期，并在稳定中甚至有所回落。
凭借着美国超强的军事实力，美国已经不再需要担心全球石油生产和运输体系会被任何一个对手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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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性威胁。
近十年来，美国对石油的国内政策和战略辩论，已经变成了“保护派”和“开发派”的争论。
“保护派”认为美国应该更多地减少对石油消费的依赖、降低石油进口，并继续保护美国本土和海岸
的石油储藏；而“开发派”认为，美国的石油需求因为已经几乎饱和，关国不需要继续保持对海外石
油进口的巨大依赖，而只需要继续勘探和开发包括近海油田在内的美国石油资源，就可以维持美国的
石油需求。
从小布什到奥巴马，美国政府更多走的是“开发派”的道路，都宣布了雄心勃勃要重整美国自身石油
工业、减少海外依赖和直至停止进口石油的计划。
    然而，美国石油战略的转型，并不意味着石油关元对美国美元霸权地位的削弱，更不意味着美国在
全球体系中维持美元霸权需求的降低。
美国霸权背后的故事——从石油到美元，又从美元到石油，是我们认识和了解美国霸权奥秘的重要途
径。
    梁亚滨博士的这本专著，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那就是在我们通常所了解和认识到的
美国军事霸权背后，究竞还隐藏着什么样的“美国力量”。
其实，今天在全球体系内支持美国霸权的因素复杂而又深刻，那种简单地以经济增长数字或者联邦赤
字来看待和分析美国霸权究竟是“升还是降”的方式既单纯又盲目。
关国霸权的支撑机制，既有内又有外。
“外”是美国所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让今天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在这一体系中同美国的稳定和强
大自动保持“依附关系”，事实上，在这一体系中获得繁荣和稳定的国家，都在帮着美国支撑今天这
一美国继续扮演“主导者”作用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也在继续保持对美国霸权从同盟联系到价值共
享、从商业市场到规则执行等方面的稳定。
“内”则是更具有各种形形色色的“美国优势”，例如关国的科技创新能力、成熟而又发达的高等教
育体系及知识产品的提供能力、美国的价值主导和媒体话语权等等。
其中，美国美元霸权以及美元霸权背后的石油美元的主导权，恰恰正是美国霸权“内力”的生动写照
。
    梁亚滨博士为了完成这本专著，前后数易其稿，并专门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进行了一年的学术研究，
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和文献，是国内学术界了解美国霸权背后美元与石油关系的力作，也是我们可以更
好地了解美国霸权实力的重要学术作品。
    全书资料翔实、写作清晰、分析有力，我相信该书的出版不仅对于丰富国内的美国研究，即便对于
一般读者来说，也是一本饶有知识趣味、值得一读的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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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美国挟二战余威确立了全球霸权。
60多年来，美国相对实力大幅度削弱，不断遭遇内忧外患，早已经不复当年的声望和权势，为什么美
国霸权却始终屹立不倒？
美国的国民生产率被他人赶超，负债累累、国家信用扫地，为什么美元依然是国际货币，被世界各国
广泛接纳？

　　中国、欧洲等新兴政治体会不会对美国霸权形成挑战，又该从美国维持霸权的举措中得到什么启
示？

　　中国目前还无法摆脱美国设计的金融与石油制度安排，也就无法摆脱美国霸权的剥削，但是中国
可以减轻这种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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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在国际关系中研究如何在互惠与充满活力的互动中寻求财富与权力
的学问。
”④权力的分配造就了财富的产生和分配模式，这是国家追求权力和试图建立霸权的内在因素。
但是，财富的增加和对资源的占有并不必然带来权力关系的改变。
生产的发展、市场的扩大，即一般意义上的经济繁荣和财富增加，并不一定意味着国家的真正强大。
很多享有资源禀赋和巨大经济财富的国家和民族都未能长期将这些资源禀赋和经济财富成功转化成对
等的国际政治权力。
古今中外的历史中有很多案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很多经济繁荣、文明发达的国家被蛮族征服。
因为经济力量的增长固然在原则上可以转变为军事力量和国家力量，但是需要相应的组织和结构配合
。
④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国家的命运，往往决定于战争和债务。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能否建立行之有效的行政系统特别是财政体系，是维持国家实力的关键。
国家军事实力的维持取决于对军备长期而持久的投入，这就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
但生产规模和贸易规模的扩大带来的经济实力提高并不意味着国家实力能够得到相应提高，因为“随
着生产发展、市场扩大而产生的货币和资本短缺问题，却有可能造成一个经济体反而将货币金融问题
委之于‘外部’。
④明朝时期，经济发展带来大量的货币需求，中国开始大规模地采用白银作为货币，而此时的白银相
当一大部分来自外部世界：美洲和日本。
从那时起，中国的货币金融主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让渡于外部世界。
随着白银进口急剧衰减，“⋯⋯晚明经济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许多人无法缴纳租税和还债⋯⋯由于
军饷和装备不足，明朝政府⋯⋯失去控制⋯⋯先是无力镇压内部的起义，继而无力应对满族的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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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本书抓住了美国得以维护其全球霸权的一个关键因素——美元在世界资本和财富流动中的主导地位
。
这是一个经济命题，也是一个政治命题。
作者的广阔视角、综合学科知识以及清晰的逻辑思路，为我们提供了洞察当代世界的一个有用的工具
。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王缉思教授梁亚滨博士所著《美国霸权
的金融逻辑》一书，独辟蹊径，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向读者阐释了美国霸权得以维持的秘密。
作者在传统公认的美国军事霸权和机制霸权中，引入金融战略层面的逻辑分析，展示了石油和金融对
于维持美国霸权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这对于人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准确把握和判断美国霸权的走向具有启迪意义。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 宫力教授全书资料翔实、写作清晰、分析有力，是国内学
术界了解美国霸权背后美元与石油关系的力作，也是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美国霸权的重要学术作品。
我相信该书的出版不仅对于丰富国内的美国研究、即便对于一般读者来说，也是一本饶有知识趣味、
值得一读的著述。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 朱锋教授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关于
美国霸权衰落的争论持续不断，论者角度多样，涉及经济发展、技术扩散、过度扩张、债务剧增、软
实力等。
《美国霸权的金融逻辑》一书从美元这一关键因素切入，论述了美国霸权的建立及其维护，诸多观点
颇有启发性。
特别是在金融危机深入发展的背景下，细读此书，更是多有裨益。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 高祖贵教授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称霸密码>>

编辑推荐

《称霸密码:美国霸权的金融逻辑》是新华国际政治精品文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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