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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室之内
历史的长流是由根本驱动力与特定的触发事

件汇聚而成的。想象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

索：经济、帝国和民族主义的紧张局势早已酝酿

多年，而此时，弗朗茨 • 斐迪南大公的车队转错

了方向，将他推到了暗杀成员的枪口之下，紧张

关系最终爆发为公开冲突。20 世纪 70 年代初叶

采用固定汇率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尽管相

比前者影响较小，但对当时的国际经济学家和官

员来说，其意义不逊于前者。关于布雷顿森林体

系本身的缺陷，以及它必然消亡的背后动因，无

数专家学者都做了大量论述，但引发布雷顿森林

体系崩溃的事件却鲜为人知，那就是理查德 • 尼

克松总统于 1971年 8月15日决定关闭“黄金（兑

换）窗口”。杰弗里 • 加滕在《戴维营三日》中的

精彩描述填补了这一空白。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初，美国承诺，外

国央行可使用积累的美元即期兑付黄金。然而，

美国在 20 世纪 60 年代出现了国际收支逆差，黄

金储备开始逐渐耗尽。随着美国的货币黄金跌至

100 亿美元（而负债达到 400 亿美元），情况开始

严重恶化，正是在此背景下， 1971年 8月13日至

15日的周末，尼克松召集了美国时任的主要财政

金融官员在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了会议。

我们来看一下这次会议的关键人物：尼克松、

阿瑟 • 伯恩斯、约翰 •康诺利、保罗 •沃尔克、乔治 •

舒尔茨，他们的成长背景、人物个性和固有认知

都极大地影响了戴维营会议的结果。伯恩斯和沃

尔克担心的问题是外国官员会对关闭黄金窗口作

何反应。康诺利认为，关闭黄金窗口有助于向顺

差国施压，迫使它们重新确定本国货币的汇率 。

舒尔茨是米尔顿 • 弗里德曼的学生，他赞成采用

浮动汇率，这会使整个问题变得毫无意义 。而尼

克松对外国央行行长的态度毫不在意，他只担心

美国民众的反应。

加藤详细描述了当时的讨论内容，按时间顺

序记录了政治家尼克松如何扭转了有关关闭黄金

窗口的主流舆论：他先是认错道歉，承认了美国

的宽松政策，将美国的国际责任一笔勾销，然后

宣布关闭黄金窗口是确立美国世界地位的一个胜

利的新开始，这番发言在美国民众中的反响很好。

加藤介绍了这一事件的后果，即短暂的史密

森协定，并转述了一件轶事，说明了官员们对汇

率平价变化极为敏感的态度。康诺利曾向日本财

政大臣施压，希望日元升值 17%，但被后者拒绝，

理由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元升值 17% 导致了时

任的财政大臣遇刺。约翰 • 肯尼迪总统遇刺时，

康诺利与总统同乘一车，本人也中了枪，最终他

接受日元升值 16.9%。（事实上，日本首相事前已

批准日元升值 20%）。

每位国际经济学家的书架上都应当摆上一本

加藤的书，这种说法可能是老生常谈。但这本书

更甚，应该被摆在床头柜上，随意翻阅，愉悦身心， 

并时刻作为警醒：无论经济力量可以发挥何种作

用，创造历史的始终是人、人的性格和政治。

蒂什 • 雷克斯 • 戈什， IMF 历史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