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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波 全球貨幣大戰

一流讀書人

導讀　李命志財金系教授 

《下一波全球貨幣大戰》這本書完整敘述自金本位時代以來的貨幣角色、創立聯邦準

備系統的前因，以及作者所定義的3次貨幣戰爭：1921至1936年的第一次貨幣戰爭凸

顯了金匯兌本位制的缺點；1967至1987年第二次貨幣戰爭為國際貨幣匯兌機制的調整

與改革過程；以及2010年至今還在進行中的第三次貨幣戰爭。源自2008年金融海嘯後

，美國、歐盟與中國大陸三者間的貨幣競爭日趨激烈，對所有國家皆產生相當的衝擊

影響，各國央行無不謹慎以對，以避免全球金融體系的失控。 

作者詹姆斯．瑞卡茲（James Rickards），是投資銀行家兼風險經理人，在華爾街工

作逾30年。他曾受聘美國國防部、情報界，為主要避險基金業者提供全球金融顧問

，協助策劃五角大廈歷來首度舉行的金融戰爭演習。作者對美國財政部在海嘯期間的

作為，以及聯準會上兆美元的量化寬鬆政策都持保留態度。 

書中除了對貨幣戰爭有詳細的陳述，也談及多個依據傳統經濟學理論所提出的貨幣政

策於目前經濟環境可能遭到的誤用。對於金融知識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藉此認識傳統

經濟理論，其中包含著名的貨幣交易方程式與凱因斯學派等，並瞭解其在實務運用上

所面臨的困境。財務經濟學是近代發展藉以估計與掌控風險的工具，但礙於資本市場

的複雜與多變，作者在書中明確提出其運用上的問題所在。經由此書，讀者可以了解

資本市場的複雜性，傳統經濟理論的缺失，行為經濟學與複雜理論，把人性的行為納

入思考，人類天性、市場與更廣泛的文明都是複雜體系。作者對於行為經濟學的導讀

，可帶領讀者對於未來的國際金融情勢能有新的見解。 

這場貨幣戰爭將導致何種結局，沒有人可以確切預知。作者瑞卡茲提出四種可能的局

面：出現多重準備貨幣、強化特別提款權功能、重建金本位匯兌體制以及金融局面一

團混亂。不見得每個結果都會出現，我們也無法準確預知真正結果，但美元在這場貨

幣戰爭中必然受到挑戰，黃金的地位可能再度凸顯。面對不確定的國際金融局勢，讀

者們應該要有相當的認知及妥善因應的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