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部极富实用意义的基础文献和随笔集是

专为纪念布雷顿森林协议（1944 年 7月 20日签

订）75周年而编著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主要由货

币协议予以确立，通过该货币协议建立了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IMF），以帮助各国维持固定汇率制

度。事实上，在一系列彼此相互关联的机构中，

IMF只是其中之一，这些机构还包括世界银行的

前身—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以及三年

后的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即之后成立的世界贸易

组织的前身。

严格来讲，这些机构都是联合国的下属机构。

在富于想象力的人看来，整个系统是一个萌芽中

的世界政府，反映出人们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

和不受控制的政治的强烈反感，因为似乎是这些

因素造成了 1929—1932 年的大萧条、20 世纪 30

年代的货币战和贸易战，并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

大战的爆发。

在货币方面，本书编者纳奥米·拉蒙诺（Naomi 

Lamoreaux）、伊恩·夏皮罗（Ian Shapiro）和杰弗

里·弗里登（Jeffrey Frieden）认为，在 1914 年以

前，工资和价格弹性确保了金本位制的成功。这

种观点完全无视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的著名论点，即金本位制成功的原

因在于它是英国管理下的标准。美国经济学家巴

里·埃森格林（Barry Eichengreen）的学术贡献正

如人们所预期的，但 1944 年建立的固定但可调整

的盯住汇率制在 1971年因美元与黄金价格挂钩而

宣告衰落，这是事实吗？任何储备货币都必须保

持其持有者的信心：现代通胀目标制既是对稳健

货币的承诺，也是对黄金可兑换性的承诺。当然，

希望明天早点到来的人类本性才是“原罪”。加拿

大经济学家迈克尔·博多（Michael Bordo）无疑

是正确的，他认为压垮骆驼的不是与黄金挂钩，

而是美国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的通货膨胀。

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詹姆斯（Harold 

James）的精妙随笔是本书最发人深省的部分。他

写道，布雷顿森林体系协议之所以成为可能，是

因为它使货币清算免受无休止的贸易争端的影响，

将贸易战推迟了 70 年。

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涵盖了全球南方的

概念。塞尔文·科尼什（Selwyn Cornish）和库尔

特·舒勒（Kurt Schuler）表示，澳大利亚尝试将

充分就业作为 IMF的关注重点，结果以失败告终，

但埃里克·赫莱纳（Eric Helleiner）从 1920 年孙

中山提出的“国际发展组织”的文件开始，记录

了来自中国、部分拉美国家和印度的压力是如何

促成“新的多边发展框架”IBRD 的建立。

“已采取和未采取的措施”章节包含凯恩斯

的国际清算同盟计划（几乎未曾讨论过）和各种

弹性汇率的建议（Douglas Irwin）。值得一提的是，

包括凯恩斯在内的弹性汇率反对者认为，汇率贬

值可能导致国际收支失衡，具体取决于进出口商

品的价格弹性。

令人失望的是，几乎无人关心我们的世界如

何才能避免即将到来的市场主导的全球化与经济

和政治民族主义之间的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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