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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结束的 G20领导人峰会的闭幕记者会上，芮成钢向东道国英国的首相布朗提问，

会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建议成立超主权的储备货币来代替美元，本次峰会上，是否讨

论了这一建议？布朗说，由于没有具体提案，本次峰会讨论并没有具体讨论这一话题。 

   其实在人类数千年的货币史上，使用范围最广、历史最长的货币是黄金，这就是一种非
常典型的超主权货币，但直到近代史上大英帝国崛起，由英格兰银行独家发行的代表英国国

家权利的英镑替代黄金在全球通用，人类史上第一只主权性质的国际储备货币诞生了，此后

美元、西德马克、日元以及欧元，为了争夺更多经济话语权引发了一场又一场的货币之战。

这些主权货币，为什么成为全球硬通货，它们成功的路径是什么，又是哪些因素导致了它们

的衰败？从今天起，我们将用一周的时间，分别讲述英镑、美元、日元、欧元等主要货币的

发展简史，一起回顾我们曾经经历，并且现在还在持续的货币战争。 

今天我们先来了解第一个主要国际储备货币——英镑的兴衰。 

 

英镑如何成为第一个称霸世界的货币？ 
1609 年，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随后，阿姆斯特丹银行

成立了，大约比英国的英格兰银行早一百年，主要功能就是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和稳定荷兰

的经济。发达的金融市场使得阿姆斯特丹在 17世纪成为世界金融中心，荷兰成为当时的世

界海上霸主。但是，由于当时还没有形成世界经济体系，荷兰盾也没有搭上荷兰称霸的顺风

车。在不列颠人先后击败西班牙、荷兰、法国、俄国，成为名副其实的日不落帝国之后，英

镑成为第一个称霸世界的货币。这段历史首先要从英格兰银行的成立开始。 

17 世纪的欧洲，战争成为所有国家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每一个欧洲国家都面临着其
他国家的战争威胁，而军队的建设和战争的军费开支，都必须从民间筹得。而在 16世纪打
一场战争需要几百万英镑，到 17世纪末，则需要几千万英镑，而在拿破仑战争末期，开支
就要达到上亿英镑。当时最繁荣的国家都无法靠平时正常的收入来应付这一时期的战争开

支，于是国家便开始借款打仗了。 
中国英国史学会常务理事陈祖洲：“在这之前国王是可以随意借贷的，你有钱我跟你借，

你不借也不行，我借的时候可能讲好三年还的，我三年到那时候我就可以不还，那甚至你跟

他讲好不收利率的，随意可以更改。” 
如何筹到战争款项成为了英国王室最头疼的问题。在这个时候，1688 年，支持议会的

辉格党人与部分托利党人将国王詹姆士二世废绌。詹姆士二世仓惶出逃。议会决定詹姆士二

世的女儿玛丽和时任荷兰奥兰治执政的女婿威廉夫妇共同为英国国王，因为这场革命未发一

枪、没有流血，后人称之为“光荣革命”。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化，国王由议会决定产生，意味着君权从“神授”变成了“民授”，

它根本性地改变了在英国已经存在了千年之久的王权性质。从 1688年起，英国正式确立了
议会高于王权的政治原则，并逐步建立起君主立宪制。从此，国王借了国民的钱也必须归还。 

陈祖洲：“在光荣革命这个解决方案当中，它也一个权力法案，对这个做了明确的规定，
你国王不能随意侵犯国民的这个财产。” 

“光荣革命”后的第二年，英国就卷入了同法国长达百年的战争中，而所有英国有钱人，
都不能不关注这场无休止的战争。尽管当时伦敦的民间借贷非常活跃，但他们仍然不愿意贷

款给王室，因为有两点担心：一是王室赖账不还，二是王室打了败仗，自己将血本无归。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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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开战时的 1689年，英国王室只筹集到了很少的一笔钱。由于法律规定国王不能赖账之
后，一个为战争筹款的机构应运而生。 

陈祖洲：“在 1694年，当时伦敦有 1286个商人，他们以股份制的形式，贷给国王一笔
钱，当时的利息了是 8%，那么这个就促使了英格兰银行的诞生。” 

在短短的 11天内，英格兰银行就为政府筹借到 120万英镑，极大支持了英国在欧洲大
陆的军事活动，但为了避免英国王室滥用这笔资金，同时建立起银行的信任体系，英格兰银

行制定了非常严格的规定，1811 年，英国财政部拿着议会刚刚批准的 100 万英镑军费的批
文前往英格兰银行支付，时任审计长格伦威尔发现上面没有盖国王的印张，拒绝支付一笔上

上百万英镑的军费。 
陈祖洲：“那是什么原因，因为国王当时正在拉肚子，没办法，他生病，没办法盖印，

所以尽管政府在正在前线在打仗，很需要这笔钱，但是由于它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在里面，这

笔钱当时的审计长格伦威尔并没有付给财政部，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英格兰银行

在它建立以后，它通过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使得它能够得到这个信用，取得这种信任。” 
正是有了如此严格的法制化银行信用体系，源源不断地民间资金才流入到英格兰银行

资助英国进行战争，而一次次胜利又给这些投资者带来了丰厚的收益。英国当时的对手法国，

无论从国土面积还是国家经济实力，都比英国要强大，为什么英国在战争中总能获胜，就是

因为法国财政在筹集军费中遇到了困难，而英国的军费却非常充足。因此当时的欧洲有一句

名言：战争中，获胜的一方往往拥有最后的一块金币。 
南京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陈晓律：“英国的对外战争基本都能获胜，人们愿意支持这

样一个能够一本万利的战役，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它这个战争，也可以称之为某种意义上的

货币战争，但不是那种货币战争，就是通过钱来打胜自己的对手，从而最后获取最大的利益。” 
英格兰银行成立之前，英国社会上流通的货币主要是银币和金币，1694 年，英格兰银

行开始发行纸币——英镑。但那时的英镑还不能算真正的货币。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副所长王松奇：“当时的英镑只是一种纸钞，因为当时这个黄金在流

通，它只是记录黄金的单位，本身没有价值，所以有电影百万英镑的故事就是一个英镑的纸

币可以印成一百万，它可以换金块，可以换黄金。” 
1687年，牛顿出版了自己最著名的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在这本深奥难懂的书

中，牛顿用数学方法证明了万有引力定律和三大运动定律，这四大定律被认为是“人类智慧
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成就”，然而这个著名的科学家在 12 年之后成为了英国皇家铸币局的局
长，并工作长达 30年之久，1717年，牛顿将黄金价格定为每金衡盎司 3英镑 17先令 10又
二分之一便士。从此英镑按黄金固定了价格，牛顿对金融贡献虽然可能是偶然的，但他提出

的金本位制最早雏形对后来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英国史学会常务理事陈祖洲：“很多学者讲 1816 年英国实行金本位，其实在 1717

年的时候，英国就有实行金本位制度，它是这样讲的，那从这里面看，至少牛顿在英镑和黄

金之间建立这样一个这样的比例关系的话，它对他金本位的实行那肯定是一个促进作用。” 
1816年，英国通过了《金本位制度法案》，从法律的形式承认了黄金作为货币的本位来

发行纸币。1821 年，英国正式启用金本位制，英镑成为英国的标准货币单位，每 1 英镑含 
7.32238克纯金。 

金本位的确立，英国经济贸易的迅猛发展，世界货币进入了英镑世纪 
1821 年，英国正式确立了金本位制，所谓金本位制，就是以黄金作为本位币的货币制

度，在该制度下，各国政府以法律形式规定货币的含金量。这一制度的典型特点就是自由铸

造、自由兑换及黄金自由输出和输入：公民可以将持有的纸币按照货币含金量兑换为金币，

各国之间不同的金铸币按各自含金量形成固定比较，建立比较稳定的国际货币联系，并允许

黄金在国际间自由流动。金本位的确立，加上英国在当时经济贸易的迅猛发展，很快也确立



了英镑的霸主地位，世界货币进入了英镑世纪。 
经过三次英荷战争，英国最终迫使荷兰接受了《航海法》，《航海法》规定：输入英国

及其属国的货物，必须使用英国的船只或者是输出国的船只。从此，荷兰船只逐渐退出驰骋

了近一个世纪的茫茫海域。在打败了西班牙、葡萄牙之后，英国人将海上马车夫荷兰也赶下

了海上霸主的位置。 
有了国内军费源源不断地支持，英国已显示出不可阻挡的强劲力量：连续的征战中，

英国建立起一支欧洲最强大的海军，它的商业触角已经伸向全世界，1686 年时的一个统计
表明，当时有近一半的英国船只都在从事美洲或印度贸易，而在 1914年一战前夕，英国的
海外投资曾高达 40亿英镑，占西方国家总投资的一半。 

大量的商品需求促进了英国生产技术的进步，“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无与伦
比的产业大国，利用自身首屈一指的工业优势，英国开始积极推行自由贸易政策，逐步建立

起了自由主义的经济体系。它率先采用取消贸易限制的办法来扩大国外市场，也就是用取消

别国产品输入英国的限制，来换取别国取消对英国产品的限制。自由贸易成为英国的国策。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金融系主任王长江：“当时从全世界来说，当时唯一一个最强的就是

它(英国)了，所以从它的实力，它的信用，从它的制度完善上面，它代表一个强国的象征，
所以当它这样表示的时候，当一个老百姓拿到一个英镑的时候，那就能够知道它能够代表，

因为它有一个信用在那，它能够代表多少黄金，所以所有人对它就是一个信任的。” 
英镑走向全球化，不仅是基于世界对英国经济实力强大的信任，更有赖于英国完善的

金融制度和法制化的金融监管，1720 爆发了史上著名的“蓝海”股票泡沫事件也就成为英国
完善金融制度和加强金融监管的开端，科学家牛顿也成为蓝海泡沫事件的受害者。 

 
英镑作为世界结算货币逐渐被美元所取代 
1711年，英国政府为了向南美洲进行贸易扩张，而专门成立了一家公司——南海公司。

为了迅速筹集还债资金，英国政府决定把南海公司的股票卖给公众。在政府的默许下，公司

管理层为南海公司编造了一个又一个美妙的故事，也唤起了英国人超乎寻常的狂热。从 1720
年 3月到 9月，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南海公司的股票价格一举从每股 330英镑涨到了 1050
英镑，此时股票市值，相当于整个欧洲的货币流通量的五倍，连大名鼎鼎的科学家牛顿也禁

不住购买了蓝海公司股票，当年作为皇家铸币局局长的牛顿年薪为 2000英镑，这笔钱能够
建造 4个格林威治天文台，然而随着蓝海股票泡沫破裂，牛顿损失超过 2万英镑，事后，他
不无伤感地写道：我可以准确地计算出天体的运动规律，但我却无法计算出股票市场的变化

趋势。之后英国用了 100年的时间来不断完善货币发行、监管制度。 
王长江：“最终影响政府出台了一个反泡沫法，这个实际上是一百年英国政府在思考，

思考什么，怎么样完善一个制度，所以通过一个货币英镑制度，那么英镑这么一个货币制度

实际上是不断的完善英国的金融制度，所以我觉得一个国家的货币发展实际上是有利于国家

的金融制度的不断修改相关的法案。” 
1844年，英国颁布了《英格兰银行条例》，英格兰银行成为唯一能够发行英镑的银行，

1872年，英格兰银行开始为其他银行在困难时提供资金支持，从而维护了英国经济的稳定，
此时的英格兰银行已经是作为中央银行在发挥作用，有效地维护英镑的坚挺地位。 

英镑在全世界的广泛使用，加上数百年英镑同黄金汇率的稳定，让伦敦成为当时的世

界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凭借其经济、军事优势，英国让葡萄牙、德国、丹麦、瑞典、挪威、

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瑞士、荷兰、西班牙等国也先后过渡到金本位制，促成了国际金本

位体系在 19世纪 70年代的最终形成，英镑成为世界货币，亦成为国际结算中的硬通货，与
黄金一起发挥着世界货币的功能。 

1850 年时，英国的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 60%；铁产量超过了世界上所有国家铁产量的



总和；煤占世界总产量的三分之二，棉布占全球的一半以上。 
南京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陈晓律：“我认为英镑这个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一个国家

的软实力，所以和英国和当时的英国的发展的硬势相配合的话，它的确对推动英国的发展，

建立英国在全球性的这种世界霸主经济是有密切关系的，同时的话，一个国家，我认为它的

综合国力到了一定程度的话，它也必须让自己的货币体现自己的实力。” 
“一种货币只会死在自己的床上” 
德国证券教父安德烈·科斯托拉尼说过这样一句格言：“一种货币只会死在自己的床上。”

它形象地指出了一种货币的价值与其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英镑在金本位制度下占据霸主地

位将近 100年之后，也面临一些瓶颈，比如黄金生产量的增长幅度远远低于商品生产增长的
幅度，导致黄金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商品流通需要，这就极大地削弱了金铸币流通的基础。

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是导致了金本位制度的崩溃，也导致了英镑走向衰落。 
1914年 6月，奥匈帝国皇储在萨拉热窝被刺，以此为导火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大战前夕，各参战国为了准备这次战争，加紧对黄金的掠夺，战争爆发以后，由于军费开支

猛烈增加，各国纷纷停止了金币铸造和纸币与黄金之间的兑换，也禁止黄金输出和输入，这

就从根本上破环了金本位制赖以存在的基础。 
1918年 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此时，作为世界金融中心及世界霸主的英国，在

战争中士兵伤亡约 80万，军费开支近 100亿英镑，国民财富损失了三分之一，对外贸易方
面，1918年达到 13.16亿英镑，同时英国的出口额仅为进口的二分之一。巨额的贸易逆差，
迫使英国变卖海外投资的四分之一即 10亿英镑去补偿贸易的巨额逆差，这场战争使得英国
变成了一个债务国，只能通过举借外债解决财政困难和贸易逆差，战前美国欠英国国债约

30亿美元，战后英国倒欠美国 47亿美元，同时，英国内债因战争而直线上升，战前英国内
债为 6.45亿英镑，战后猛增为 66亿英镑。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日不落帝国”经济出现衰退，
英镑的强势地位也就遭到了质疑。 

独立经济学家向松祚：“如果我们一定要选一个日子，就应该选在 1913年这个美联储诞
生的一天，美联储诞生，看起来是偶然的事件，实际上他是代表着美国整体的综合国力，综

合的力量已经超越了英国，所以美联储它一诞生，它就已经是世界最强大的中央银行，那也

标志着美元已经开始取代英镑成为世界最主要的货币。” 
大西洋的另一岸，第一次世界大战却给美国带来了普遍繁荣，大规模的战争物质采购

极大促进了美国各行业的生产和服务，到了 1929年，美国的工业产量至少占世界工业总产
量的 42.2%，这一产量大于所有欧洲国家的产量，世界经济因为一战而完全改变，但是称霸
世界一百年的英国人是不愿意看见金本位崩溃的，他们不断地做着努力，1925 年时任英国
财政大臣的丘吉尔就曾把英镑恢复到金本位制，然而，世界经济危机的到来不得不使英国又

一次放弃。 
向松祚：“但是时间延续了不到 6年时间，1931年，6年多一点的时间，1931年的 9月

21 号，英国又脱离了金本位制，英镑脱离了金本位制以后一直再没有回来过，恢复过金本
位制，所以这个时候就标志着英镑它从世界一个主要货币，已经衰落下来了。” 

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回忆录里这样描述自己参加雅尔塔会议时的心情：“我的一边坐着巨
大的北极熊，另一边坐着巨大的北美野牛。中间坐着的是一头可怜的英国小毛驴。”这句话
形象地描述出当时英国的国际地位。二战后，英镑开始逐步贬值，1949 年 9 月，英国宣布
英镑贬值 30.5%，将英镑兑美元汇率贬到 2.80美元；1967年 11月，英镑再次贬值，兑美元
汇率降至 2.40美元，英镑含金量也降为 2.13281克。最终，英镑在 70年代尾随美元进入有
管理的浮动汇率时代。 

而随着二战之后的 1945年，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即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
正式确立。英镑作为世界结算货币逐渐被美元所取代，世界货币开始进入美元世纪。 



半小时观察：纸币如何变“硬”？ 
货币的兴衰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经济政治实力的深刻体现，英国和美国，在它们各自最

强盛的时期，它们牢牢地控制了全球的经济、贸易，决定了全球的政治和军事版图，而它们

全球霸权的最高表现形式，就是它们的主权货币在全世界享有无可撼动的话语权。但让我们

好奇的是，为什么在英国之前崛起的大国荷兰，它的货币荷兰盾没能成为全球硬通货，而在

英国之后崛起的另一个大国法国，它的法郎也没有像英镑那样牢牢占据着全球经济霸权的地

位？历史中成与败的每一细节，都值得我们今天深思。 
一只主权货币的崛起，它需要有坚实的物质基础，比如这个国家的经济强大和繁荣；

它还需要有信心基础，这个国家应该有强大的国家机器，有坚定、清晰的国家意志，这样其

他 国家的持币者才能怀有信心；它还需要有一个良好的信用环境和完善的金融体系，这是
一只硬通货的市场基础。 

当英镑成为全球储备货币之后，英国利用这一全球金融霸权获得了太多太多的好处。

从这样一个细节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比如英国的国力早在 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走向衰
落，它在经济、军事方面的实力已落后于美国、德国甚至法国等西方列强，但直到 20世纪
40 年代英镑才最终被美元替代，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英镑的霸权是让英国维持大国地位
最重要的支撑之一。 

我们看到，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道路不是一定水到渠成的，它不仅需要实力，还需要

意志，还要有技巧，需要决策者严谨细致的规划并且持之以恒地实施。事实上，英镑、美元

为什么会成为硬通货，它们硬在哪里？正是它们国家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方

方面面的强大，凝聚在一张薄薄的纸币上，这张纸币硬度就可以媲美黄金。 
 

(主编：卢小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