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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随着国内社会政治形势的稳定，中共中央高层领导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到了社会经

济发展方面，并抓住时机扩大了对外贸易交往。 而此时的国际贸易中，由于受美元货币危机影响，面临着很大

的风险。 中央高层审时度势，先后作出了实施“四三方案”、增加黄金和粮食储备、利用期货交易、正确处理进

出口商品价格等政策措施，成功应对了此轮美元危机，维护了国家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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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危机指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美元作为通

用的国际货币出现信用下降，导致汇价动荡，国际

金融市场上出现大量抛售美元、美元兑换黄金或

其他国际硬通货，继而金价上涨、美元对外汇价下

跌等现象。 由于美元在资本主义世界国际储备货

币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金融

货币市场受美元危机影响也比较大。

一、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美元危机的发展演变

１９４４ 年，同盟国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

布雷顿森林确定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

系，基本内容就是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

与美元挂钩的双挂钩机制。 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签署《布
雷顿森林协定》，标志着以美元为国际储备货币的

新国际金融体系建立，这种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当时各国实力的对比。
１９４８ 年马歇尔计划实施，它是第二次世界大

战结束后美国对被战争破坏的西欧各国进行经济

援助、协助重建的计划，对欧洲国家的发展和世界

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于各国资源禀赋

和内外政策的差异，战后各国社会经济发展是不

平衡的。 西欧、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恢复较

快，国际收支顺差很大。 而美国则由于相继卷入

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国际冲突，拖累了其国家财

政收支平衡。 为了平衡财政，美国被迫大量发行

美元，这动摇了美元与黄金挂钩的根基。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 ６０ 年代初，随着战后经济

复兴的完成，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取消了

外汇管制，实行多边支付，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大

大提高。 各国利率水平的差异使私人资本在国际

金融市场上为套汇套利而大规模流动，不可避免

地加剧了各国政府之间为争夺黄金储备、限制资

本流动而展开“货币战”。 受此影响，国际货币关

系动荡，汇率波动剧烈，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现象严

重，改革世界货币体系成了国际金融领域的中心

问题。 到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爆发多次美元危

机，继 １９７１ 年 ５ 月危机之后，７ 月下旬美元危机风

暴再起，来势更加凶猛，美元价格暴跌，黄金价格

猛涨。 １９７１ 年美国出现了全面贸易收支逆差，黄
金储备已不及其对外短期负债的 １ ／ ５。 美国尼克

松政府面对各国中央银行挤兑黄金的压力，于
１９７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采取

两大措施：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和征收 １０％的进口

附加税。
美国自行放弃美元与黄金挂钩的体制，开启

浮动汇率时代，美元危机继续恶化。 １９７２ 年下半

年开始，美国国际收支状况继续恶化，美元信用更

趋下降，西方金融市场又爆发大量抛售美元、抢购

西德马克和日元的货币危机。 １９７３ 年 ２ 月 １２ 日，
美国政府在财经压力下宣布美元对黄金的比价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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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１０％。 这是美元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第二次大

幅贬值。 由于美元贬值的基础在短期内很难有根

本性的改变，美元兑换黄金贬值的趋势并未改变。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已不可避免。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货币汇率剧烈动

荡，各国纷纷以浮动汇率制取代固定汇率制，国际

贸易和国际收支严重不平衡，国际经济环境趋于

恶化。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动荡时

有发生，并在某些国家和地区演变成经济危机。
１９７１ 年 １０ 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

１９７２ 年 ２ 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中美联合发

表的上海公报中，双方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

贸易提供便利。 同年 ９ 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

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国内形势和中外关

系的变化，使中国对外工作特别是对外经济贸易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西方国家发展贸

易往来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发展的势头良好。 从

１９７２ 年起，中国外贸、金融及与之有关的其他经济

领域，出现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外引进技术设

备、开展经济交流的第二次高潮。 周恩来指出，中
国外交发展了，外贸工作也要有相应的发展。
１９７２ 年陈云复出后，协助周恩来考虑经济特别是

外贸方面的一些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并受周恩来

的委托研究当时有着迫切意义的国际经济形势和

对外贸易发展问题。
美元危机引起了中国财经领导层的高度重

视，陈云开展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工作。 １９７３ 年 ７
月 ２７ 日、７ 月 ２８ 日、８ 月 ４ 日，陈云先后三次同外

贸部负责人及该部价格小组成员座谈，指出：战后

初期，美国利用美元霸权地位对内搞赤字预算，对
外搞马歇尔计划，西欧国家成为“五保户”。 后来，
“五保户”变成“暴发户”，８００ 亿欧洲美元到处攻，
美元贬值，危机发生。 美元同黄金的关系已割断，
不可能再恢复。 但美元也不会跌得一塌湖涂，拿
美元同国民党的金圆券相比是错误的。 那时国民

党政府已无生产基础，而现在美国的生产力仍占

全世界的 ３０％。 美国已开始干预美元的下跌，对
此要充分注意。 美元危机的根源是生产力与市场

的矛盾，即生产过剩，现在关于货币危机的文章都

没有说到点上。［１］１９９这说明陈云对此次美元危机

及国际经贸形势有着深刻的了解。
１９７４ 年 ７ 月 ４ 日，陈云在同外贸部负责人谈

外贸问题时进一步强调了美元货币危机的根源问

题，他指出：二战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救济

英、法等西欧国家。 以后，这些国家生产上去了，
反过来向美国销售商品，手中美元越来越多。 美

国吃不消，采取搞进口附加税、美元同黄金脱钩等

办法对付他们。 这表面看是货币危机，实际上是

经济危机，是生产力超过市场需要的反映。［１］２１０由

于从美元危机发生的根源上分析问题，所以当时

中国对这次美元危机的应对措施也更有针对性。

二、实施“四三方案”以满足国内需求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中美关系走向缓和，中国

在联合国席位的恢复以及与日本、加拿大等大批

西方国家的建交，中国对外关系出现了从未有过

的新局面。
周恩来在 １９７１ 年第四季度主持中央工作后，

与李先念、余秋里及相继复出的陈云、邓小平等

人，积极推行毛泽东打开对外经济工作局面的决

策。 １９７２ 年 １ 月，李先念根据周恩来指示听取余

秋里召集国家计委及有关部委负责人研究后的汇

报，决定抓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危机中急

于出口的有利时机，进口国内急需的化纤、化肥技

术设备，这些都为中国扩大对外经济交流创造了

有利条件。
１９７２ 年 １ 月 ２２ 日，国家计委提出《关于进口

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 １９７２ 年 ２ 月 ５
日，周恩来批示同意李先念、华国锋、余秋里转来

的国家计委的报告，并报毛泽东批准。［２］４９８周恩来

等领导人决定以此为突破口，将引进规模进一步

扩大。 １９７２ 年 ８ 月，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的报告，
从西德、日本进口一米七轧机，建在武汉钢铁公

司。 这项工程的全部概算投资为 ３８．９６ 亿元，使用

外汇 ６ 亿美元。 同年 １１ 月 ７ 日，国家计委再次提

出《关于进口成套化工设备的请求报告》，周恩来

在批准这一报告时，考虑一个更大规模的引进计

划。 同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和国务

院业务组研究的意见，国家计委向李先念、纪登

奎、华国锋并周恩来报送了《关于增加设备进口、
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即“四三方案”。 李

先念立即将这份文件送给周恩来。 国务院作了批

复，原则上同意国家计委的报告。
１９７２ 年 ２ 月 ６ 日，毛泽东圈阅周恩来 ２ 月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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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报送的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

设备的报告》。 李先念、华国锋、余秋里在送阅报

告中说：鉴于中国棉花播种面积今后再扩大有限，
同时这几年来，由于工作跟不上，棉花产量一直在

４ ２００～４ ７００ 万担之间。 为了保障人民生活和适

应工业生产、出口援外的需要，除了继续抓好棉花

生产外，根据国外经验，必须大力发展石油化工，
把化纤、化肥工业搞上去。 因此，经国家计委与有

关部门商量，拟引进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 ４ 套，化
肥设备 ２ 套，以及部分关键设备和材料，约需 ４ 亿

美元，争取五六年内全部建成投产。 投产后，一年

可生产化纤 ２４ 万吨、化肥 ４００ 万吨。［３］

１９７３ 年 １ 月 ５ 日，国家计委提交《关于增加设

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对前一阶段

和今后的对外引进项目做出总结和统一规划。 报

告提出：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

深，急于找产品市场，找资金出路。 积极利用这一

大好时机，扩大对外经济交流，不仅有利于配合国

际政治斗争，而且有利于加速国内经济建设”。 报

告建议，利用西方处于经济危机，引进设备对我有

利的时机，在今后三五年内引进 ４３ 亿美元的成套

设备，其中包括 １３ 套大化肥、４ 套大化纤、３ 套石

油化工、１０ 个烷基苯工厂、４３ 套综合采煤机组、３
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等项目，这一方案被称

为“四三方案”。 以后，在这一方案上又追加了一

批项目，计划进口总额达到 ５１．４ 亿美元。 “四三

方案”的批准实施，带动了我国对外引进工作的全

面开展。
“四三方案”的批准实施，带动了对外引进工

作的全面开展。 毛泽东、周恩来审时度势，果断地

进行了开拓整个对外经济工作新局面的部署。
１９７３—１９７４ 年，中国外贸出口创汇工作取得了开

拓性的进展。 １９７３ 年对外贸易总额达到 １０９．７６
亿美元，是 １９７０ 年的 ２．４ 倍；１９７４ 年更达到 １４５．７
亿美元，是 １９７０ 年的 ３．２ 倍。 １９７３ 年全国出口创

汇总额达到 ５８．２ 亿美元，是 １９７０ 年的 ２． ５８ 倍；
１９７４ 年更达到 ６９． ５ 亿美元，是 １９７０ 年的 ３． ０７
倍。［４］ 中国在这一时期对外贸易的国别结构也发

生巨大变化，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进出口占 ７５％，对
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进出口只占 ２５％。［５］

利用进口的设备，通过国内自力更生的生产

和设备改造，中国兴建了 ２６ 个大型工业项目，总

投资额约 ２００ 亿元。 到 １９８２ 年，２６ 个项目全部投

产。 这些项目大都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对中

国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增加粮食进口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 １９６０ 年，中国都是粮食

净出口国。 １９６１ 年为了缓解国内粮食压力，中国

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口了大批粮食，这间接促

进了中国与部分西方国家的贸易往来。 此后，中
国政府逐渐把粮食贸易与中国商品进入西方市场

挂钩，以粮食贸易为切入点，扩大与西方国家的贸

易关系。 到 １９６５ 年，中国内地对西方资本主义国

家的进出口额在全国进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
已经由 １９５７ 年的 １７．９％上升到 ５２．８％。

“文革”开始后，中国粮食生产受到很大影响。
虽然 １９６７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周恩来在接见全国粮食

工作会议和铁路工作会议代表，逐一询问 ２１ 个

省、市、自治区的粮食生产和收购情况，并作了三

条指示，其中第一条就是：“立足国内，抓好生产，
不吃进口粮。” ［２］１９２然而，客观现实是，当国内粮食

收支出现大的缺口时，不考虑增加进口粮食，就得

增加农民粮食负担和大大压缩社会各项用粮水

平。 “文革”期间，粮食存在着严重的供需矛盾，一
方面是粮食产量没有大幅度的增长；另一方面，人
口的绝对数量又增加很快，如 １９６６—１９６９ 年人口

增加了 ６ ０００ 多万人，粮食产量减少了 ３００ 多万

吨，相应的人均粮食产量从 １９６６ 年的 ２８７ 公斤减

少到 １９６９ 年的 ２６２ 公斤。 国内局势在 １９６９ 年后

相对稳定，粮食生产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但
粮食生产形势并不稳定。 随着国内社会形势的稳

定和投资的增加，１９７１ 年国内经济工作中还出现

了“三个突破” 的严重问题，即：职工人数突破

５ ０００万人；工资总额突破 ３００ 亿元；粮食销售量突

破 ８００ 亿斤。 “三个突破”在当时的条件下加剧了

国内供需紧张的局面，特别是粮食压力。 １９７２ 年

“三个突破”又有新的发展，这一年比上年的职工

人数又增加 ２９２ 万人，其中超计划增加了 １８３ 万

人，工资总额增加 ３８ 亿元，粮食销量达到 ９２７ 亿

斤。［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除净增进口粮食 ３０ 亿

斤外，还挖了国家的粮食库存 １０６ 亿斤，形成当时

所说的“一个窟窿” ［７］。
此时，在国际上，美元危机的爆发，导致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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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动荡不已。 由于国际市场上

主要粮食品种的交易价格都是以美元计价的，美
元贬值意味着以美元标价的国际粮食价格会出现

上涨。 １９７３ 年 ２ 月 ２６ 日，李先念等人在研究了美

元贬值后的国际市场问题后在给周恩来等人的简

报中指出：“美元贬值百分之十以后，仍然稳定不

下来，国际市场混乱，商品价格普遍上涨。 现从十

七种原料和食品（钢、锡、铝、锌、糖、可可、咖啡、大
豆、椰干、花生、橡胶、牛肉、大米、羊毛、小麦、棉
花、玉米）的国际市场价格来看，比美元贬值前上

涨了百分之四，比去年秋交会期间上涨了百分之

二十五，比去年年初上涨了百分之五十五。 由于

美国国际收支持续恶化，财政赤字庞大，美元贬值

百分之十，仍然解决不了问题，美元是否继续贬值

还要看一看，但国际市场价格仍是继续上涨的趋

势。” ［８］２１０李先念接着提出：“在国际货币危机仍在

发展，金融货币市场动荡不定的情况下，我们拟采

取少存现汇，多进口物资的方针。 现在法商在京

正与我洽谈转口美国粮食。 其中：阿根廷玉米十

万吨（每吨九十六美元）、美国玉米四十万吨（每
吨九十三美元）、美国小麦四十万吨（每吨一百零

八美元）。 由于美元贬值，可能每吨要涨五美元左

右，才能成交。 这个价格比去年粮价高峰时要便

宜十美元左右，我们打算买下来。” ［８］２１０

粮食部门和外贸部门通力合作执行周恩来等

“以出养进”的指示，结果多得了粮食，又赚了外

汇。 据统计，１９７１—１９７６ 年进口粮食 ５１４．４２ 亿斤

（其中玉米 ６７．４ 亿斤），按这几年进口粮食平均价

格计算，需支出外汇 ３２．２２ 亿美元。 出口粮食 ３２７．
０９ 亿斤，按这几年出口粮食的平均价格计算，换回

外汇 ３９．４９ 亿美元。 进出口粮食相抵，国内增加粮

源 １８７．３３ 亿斤，还给国家增加外汇收入 ７. ２７ 亿

美元。［９］

在当时国内人口快速增加而粮食产量增产效

果不太明显的情况下，周恩来和李先念等人的决

策对于解决中国粮食供求紧张问题，确实发挥了

非常大的作用，收到了不错的效果，是在非常时期

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所作出的特殊贡献。

四、增加国家的黄金储备

黄金由于自身的稀缺性和特殊的物理特性而

具有充当货币的特质，更是被视为财富的象征，是

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同时兼具货币、商品和金融属

性的贵金属。 马克思在其巨著《资本论》中指出：
货币天然不是金银，金银天然是货币。 中国共产

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重视黄

金作为财富的作用，多次在重要时刻通过黄金贸

易解决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难题。
１９４５ 年，美国的黄金储备约占世界黄金储备

的 ５９％，相当于整个资本主义国家黄金储备的

３ ／ ４，在这种情况下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

的形成顺理成章。 １９４８ 年，美国拥有全世界 ７０％
的货币性黄金储量，也就是 ７ 亿盎司。 此后，美国

的黄金储备开始走下坡路。 １９５８ 年，世界开始怀

疑美元，抛出美元，购入黄金。
随着日本和西欧国家经济复苏和迅速发展，

美国的霸权地位不断下降。 再加上越南战争导致

美国出现贸易逆差，美国为支撑战争不断增发美

元。 １９６０ 年，美国流动到欧洲的资本达到空前的

４７０ 亿美元，美国黄金储备从 １９５０ 年价值 ４００ 多

亿美元，剩下不足 ２００ 亿美元。 而此时美国的财

政赤字、贸易赤字十分严重，第一次美元危机爆

发。 为了稳定国际金融市场，１９６１ 年 １０ 月美国、
英国、法国等 ８ 个国家成立了黄金总库，以缓解美

元危机。
历经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等，美国政府为了

弥补巨大的军费开支，只能选择发行美元，导致黄

金储备剧减。 １９６１ 年以后，美国黄金外流数字看

起来不大，这是因为西欧国家，特别是法国不断提

前向美国还债，同时美国又要求西欧国家不要急

于把手中积累起来的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 例

如，１９６４ 年美国国际收支逆差高达 ３０ 亿美元，但
黄金流失数量只有 １．２５ 亿美元。 美国的黄金储备

从 １９４９ 年 ２４６ 亿美元下降到 １９７１ 年的 ９０ 亿美元

左右。 此时，法国戴高乐总统趁火打劫，用外汇美

元汇兑黄金现货并空运回法国。 如果各国都这么

干，美国的黄金储备将面临破产威胁。 １９６０ 年，美
国的黄金储备下降到 １７８ 亿美元，不足以抵补当

时的 ２１０．３ 亿美元的流动债务，出现了美元的第一

次危机。 １９６８ 年 ３ 月，美国黄金储备下降至 １２１
亿美元，同期的对外短期负债为 ３３１ 亿美元，引发

了第二次美元危机。 在 ３ 月的半个月中，美国黄

金储备流出了 １４ 亿多美元，３ 月 １４ 日，伦敦黄金

市场的成交量达到了 ３５０ ～ ４００ 吨的破记录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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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１ 年，美国的黄金储备（１０２．１ 亿美元）是它对

外流动负债（６７８ 亿美元）的 １５．０５％，从二战结束

时的 ７．０６ 亿盎司下降至 １９７１ 年的 ２．８６ 亿盎司，
美国完全丧失了承担美元对外兑换黄金的能力。

由于庞大的军费开支和越南战争的消耗，美
国财政赤字不断增加，国际收支连年逆差，黄金储

备不断减少，美元不断贬值，在经历多次美元危机

后，再也无法同黄金保持固定的比价。 １９７１ 年

７—８ 月，由“欧洲美元”带头抢购黄金的风潮触发

了美元危机，迫使美国政府在 ８ 月 １５ 日宣布暂停

外国中央银行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割断了美

元与黄金的联系，以美元为支柱的资本主义世界

货币体系开始瓦解。 同年 １２ 月中旬，美国决定将

美元对黄金的比价贬值 ７．８９％，把原来规定的 ３５
美元兑换 １ 盎司黄金降为 ３８ 美元兑换 １ 盎司黄

金。 尼克松政府切断美元与黄金的联系，缓解黄

金储备的压力。 １９７２ 年下半年开始，美国国际收

支状况继续恶化，美元信用更趋下降，西方金融市

场又爆发大量抛售美元、抢购西德马克和日元的

货币危机。 １９７３ 年 ２ 月 １２ 日，美国官方宣布美元

对黄金的比价贬值 １０％。 这是美元 １４ 个月左右

的时间第二次大幅贬值。 １９７３ 年美国爆发了严重

的经济危机，黄金储备已从战后初期的 ２４５．６ 亿美

元下降到 １１０ 亿美元。 尽管美元不再承担兑换黄

金的义务，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并没有改变，并在国际经济活动中产生新的不公

平和不平等。
１９７３ 年 ５ 月 ５ 日，陈云听取周化民等关于外

贸计划和价格问题的汇报时指出：对经济回升、停
滞、萧条要注意，对货币也要注意。 货币大概不会

再同金子联系在一起了。 你们研究所怎么看？ 我

看，３５ 美元 １ 盎司黄金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现

在，世界黄金产量每年约 ２ ２００ 万两，价值 ３５ 亿美

元。 而世界国民生产总值按每年增长 １％计算，就
是 ３００ 亿美元。 当然，货币还有周转次数。 根据

中国的经验，货币发行量与商品流通量大概是 １
比 ８。 就是拿这样的比例计算，目前黄金产量也是

跟不上商品的增长，何况黄金还有它的工业用途。
这在 货 币 市 场 上 是 个 很 大 的 问 题， 值 得 注

意。［１０］４１４－４１５陈云做出黄金价格还要上涨的判断。
１９７３ 年 ６ 月 ７ 日，陈云同陈希愈、乔培新等人

谈话，请中国人民银行帮助收集有关国际金融和

货币十个方面的材料，其中包括：西方大国的货币

发行和外汇、黄金储备情况，世界黄金产量情况，
欧洲美元区域分配情况；哪些行业在经济繁荣、衰
退、危机中有着标志意义；１９６９—１９７３ 年西方发达

国家的钢铁、机械或其他基本建设投资是多少；西
方发达国家每次危机间隔时间是多少以及他们度

过危机的办法是什么；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主要

矛盾是什么，在政治和经济表现在哪些方面；西方

发达各国在贸易和货币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可能采

取的解决办法；是否可以算出世界上货币总流通

量和世界上黄金总持有量大致的比例；１９７３ 年美

国包括转移、驻军、投资、旅游、贸易等方面对外赤

字是多少；对近期和远期世界经济和货币、金融情

况的估计；外国银行给我们透支便利的利害估

计。［１１］２１６－２１７陈云列举的上述问题，主要是关于资

本主义国家经济和货币情况的现状和发展，对中

国外贸政策选择有很大的作用。
１９７３ 年 ７ 月 １４ 日，陈云听取香港五丰行总经

理关于通过私商在交易所购买部分原糖情况的汇

报时做出了买进黄金的决策，他指出：今后金价仍

会看涨，美元还要继续“烂”下去。 我们外汇储备

较多，存银行要吃亏，除进口一部分生产所需物资

外，可考虑买进黄金。 请人民银行、财政部和外贸

部一起开会研究，算算在国外存外汇有多少利息，
存黄金要付出多少储存费，看看合不合算。［１］１９８

１９７３ 年，美元已同黄金脱钩，且比价不断下

跌。 陈云向李先念提出，我们与其把外汇存在瑞

士银行遭受风险，不如用这些外汇买点黄金存起

来。 国务院采纳了这一建议，指示有关部门动用

存在外国银行的外汇买入大量黄金，增加了国家

的黄金储备。［１］２０８ 中国的黄金储备从 １９７０ 年的

７００ 万盎司增加到 １９７４ 年的 １２８０ 万盎司［１２］。 在

此次美元货币危机中，陈云等领导者清醒地研判

世界经济大势，正确地预测到黄金相对于美元的

持续上涨，果断决策，增加国家的黄金储备。 这不

但增加了国家的黄金储备，在以后的美元狂跌中

保证了外汇储备的安全，还为以后对外开放提供

了可靠的金融支持。
１９８３ 年 ３ 月 １７ 日，陈云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会议时指出：“我们现在的

黄金储备，绝大部分是一九七三年、一九七四年国

际货币动荡时买来的。 那时，我同先念同志讲，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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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把外汇存在瑞士银行，不如买点黄金。 中国有

这么一点黄金是必需的，不算多。” ［１］３７１陈云在这

个时候提及中国在 １９７３ 年、１９７４ 年增加黄金储备

的决策，对于推进改革开放的经济金融工作有着

很大的借鉴意义。

五、利用国际市场商品价格

价格是市场交易的核心问题。 但国内贸易长

期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对价格波动问题并不敏感，
而国际市场价格则主要是由价值规律和市场供求

决定的，波动甚至大幅度波动是其常态。 在国际

货币危机状态下情况更是如此。 这就要求在进出

口贸易中，正确处理国内和国际市场两种不同价

格体系的关系，在国际贸易中执行正确的价格

政策。
１．要加强对国际市场价格的研究。 随着中国

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对汇率等影响商品价格的

因素就越敏感。 货币危机背景下，国际商品市场

价格更是复杂多变，难以准确地预期。 周恩来对

国际贸易中货币与价格的关系一直很关注。 １９７２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周恩来在接见外交、外贸部门的负

责人开会时指出：广交会有很大的盲目性，如价格

问题，主要是缺乏调查研究，对国际市场的价格不

大了解，有的是对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价格不加

区别。［２］５５１这对中国外贸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１９７３ 年 ５ 月 ５ 日，陈云同外贸部周化民等谈

话时指出：“在价格问题上，要注意每天的变化，更
要注意长期的趋势。 你们刚才说的是当前资本主

义世界工业生产回升、农业遭灾和货币动荡。 看

来，供求关系加上货币危机，使价格问题更复杂

了。” ［１０］４１４另外，“资本主义市场价格变化和过去

上海交易所一样很灵敏，我们今年商品进出口如

果按八十亿美元算，在价格上如果差百分之一，一
年就要差八千万美金，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我
们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规律中的各个因素，比
如次数、周期变化，要好好研究，这对我们外贸特

别是对我们进口贸易很有关系。 现在，世界农业

恢复的情况如何？ 苏联今年的农业情况怎样？ 现

在的消息真快啊！ 美国的播种面积、各地的气候

变化都会很快影响市场的价格” ［１０］４１６１９７３ 年 ９ 月

２３ 日，陈云致信李先念，信中说：估计九月二十四

日的内罗毕国际货币会议难以定出新章程，即使

今后货币波动相对减少，物资供求关系仍将紧张。
现在国际市场上农产品、工业品、货币、价格几种

因素混在一起，需好好掌握。［１］２０２陈云对国际市场

贸易价格的谈话，为在复杂条件下做好外贸工作

提供了重要指引。
２．正确区分国际市场价格和国内市场价格。

李先念在 １９７３ 年 １ 月召开的全国外贸工作会议

上讲话时指出：“国际市场价格与国内市场价格完

全是两回事。 国际市场的商品价格，由于供求关

系的变化而经常上下波动，并不以哪一个国家产

品成本的高低为转移。 把国内规定的成本加利润

的作价原则，运用到国际市场上去，在实践上是有

害的，在道理上也讲不通。” ［１３］３０２－３０３他还提出：“国
际市场是受供求关系指挥的，是受价值法则支配

的。 我们同资本家做生意，要学会运用这个规律，
使外贸工作有利于国家建设。” ［１３］３０６－３０７

３．具体操作层面上提出了一系列应对措施。
为了在国际贸易价格问题上更有议价能力，不受

制于个别市场，陈云对外贸部负责人指出：“我们

的进出口市场不要集中在一两个地方，要分散，以
免被人控制。 开辟新的市场，在初期，出口价可以

稍低，进口价可以稍高，不同市场可以掌握不同价

格。 生丝出口价如果偏高，可以退下来。 要适应

国际行市，高了应该退下来，低了也可以提上

去。” ［１］１９９李先念则提出：“为了稳妥起见，对出口

贸易我们拟采取以下办法：（一）对外洽谈贸易时，
根据国际市场情况，暂时要小量、短期、分批报货

报价，随时调整价格。 （二）对有些国际市场没有

价格的商品，一时又看不准，可暂时停报价，看几

天再说。 （三）出口商品尽量争取用硬货币（如西

德马克、瑞士法郎）成交结算，但做到这一条是不

容易的。” ［８］２１１同时，提出成立小组对国际市场动

态进行研究。
中国还利用商品交易所为应对美元危机开辟

新的途径。 １９７３ 年 ４ 月，香港华润公司所属五丰

行利用在交易所和现货市场买卖联合操作，在大

量买入现货的同时卖出期货，“除中间商应得费用

和利润六十万英镑外，我五丰行还赚二百四十万

英镑。” ［１１］２２１对此，陈云指出：“国际市场上的交易

所是投机商活动场所，但也是一种大宗商品的成

交场所。 所以，资本主义市场的商品交易所有两

重性。 我们买卖又大都经过中间商，不管采取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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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中间商形式，进出口价格许多是参照交易所价

格来确定的。 过去我们没有这样利用过交易所，
这次也是利用私商进行的。 对于商品交易所，我
们应 该 研 究 它， 利 用 它， 而 不 能 只 是 消 极

回避。” ［１１］２２２

六、结语

综上所述，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党和政府在复杂

的国内外环境下采取多种措施应对美元危机，维
护了国家经济利益，还为以后对外开放提供了可

靠的金融支持，积累了应对国际金融风险的经验，
并增强了国家改革开放的历史自信。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

总量 ２０１０ 年已经上升到世界第二位，中国经济与

世界经济高度融合。 ２０１８ 年美国政府挑起中美贸

易战，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２０２０ 年开始，美国以本国经济复苏为理由，严重超

发美元。 美国通货膨胀形势不断恶化，２０２２ 年 ６
月份美国 ＣＰＩ 高达 ９．１％。 美联储在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加息 ２５ 个基点为始点，此后不到一年内累计加息

４５０ 个基点，美联储连续加息对抑制美国的通货膨

胀发挥了一定作用。 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其连续

加息对世界经济造成了消极影响，美国国内经济

对其加息的承受力也在不断减弱，另外美国国债

在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已经有 ３１．４ 万亿美元，触及其债务

上限，美联储连续加息恶化了美国国债的偿债环

境。 从长期趋势看，美元危机是有一定的现实基

础的。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当前阶段加速演

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我们要未雨绸缪，

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重视对美元发展趋势的研

究，并及时采取有力措施维护国家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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