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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美元圈套》從石油危機、日本泡沫、東南亞金融風暴、網路泡沫到次貸危機等一

次次的金融危機中，抽絲剝繭地找出許多共同點，以嚴謹的總體經濟數字和金融史實

作為依據，建立起相當完整的國際金融知識之架構，透過作者超然的視野，讀者能從

巨人般的高度去思索未來的投資與理財方向。

 

台灣高勞力輸出背後的美元圈套

 

記者：《美元圈套》此書所討論的核心理論是什麼呢？

 

 

 

鮑世亨（以下簡稱鮑）：如果債務人可操縱幣值或通膨率，則債務人向債權人借再多

的錢也不用擔心；反之，債權人則毫無保障。「美元圈套」是指：美國欠其他各國一

堆債務，卻用財政或貨幣等政策讓美元貶值，使世界性通膨興起，如此一來將使得美

國的債務減輕，而其他國家對美國的債權縮水。而為維持債權的價值，債權國又必須

對外宣布他深信美國的實力與美元的價值。換言之，當你的債務人存心賴帳時，你必

須與他一起演出主張「他不會賴帳，他有能力還債」的戲碼。這就是作者所稱之「美

元圈套」。

 



 

 

林若雩（以下簡稱林）：美國挾持經濟霸權，造成新興國家都必須聽命於他，以台灣

來說，幣值也隨著美國的所作所為上下浮動，現今台灣的外匯存底很多，但美國又繼

續發行公債，使亞洲國家變成美的經濟殖民，但不可否認的是，美國還是很厲害的國

家，最好的人才及科技仍然在美國，她依舊引導著世界的走向。美國對亞洲國家（日

韓泰馬皆然）的美元圈套影響相當明顯；以目前是低薪資、高房價和低生育率的台灣

為例，近幾年來，高勞力密度的產業出走，電子業取代傳統加工業，而電子業的代工

造就了台灣繁榮的光景。但如今繁榮不再，台灣再度面對相同困境，政府為了出口刻

意壓低匯率，因而造就台灣勞工的薪資停滯不前、低消費能力，而種種社會問題幾乎

都源自錯誤的貨幣政策！

 

台灣正慢慢步上日本的後塵？

 

記者：美元陷阱下，1990年代資產泡沫破滅的第一個犧牲者是日本，台灣是否也會和

日本一樣？

 

 

 

鮑：事實上，台灣在80年代因外匯累積過多，在美國的壓力下讓台幣大幅升值，那一

次的升值讓全台房地產與股市大漲，造成很大的影響；這也使有些產業移到大陸去

，像是旺旺及康師傅到大陸反而比在台更好，但高雄地區也因此而沒落了。但台灣現

在對美國的投資並沒有比大陸多，應該不至於步上日本的後塵。

 

 

 

林：台灣與美國的關係還不錯，賺來的錢仍然放在美國，政府提供低利率吸引台灣的

投資客進場投資房地產，又因台灣土地狹小，而有抗跌性之效，南韓情況也類似如此

。雖然如此，台灣仍必須注意是否往後會和日本一樣。全球的經濟、股市、房市、大

宗物資又到了關鍵時刻，中國與亞洲國家就跟當年的日本一樣，再度面臨瀕臨破滅的

泡沫，甚至很可能會讓中國第一的美夢成為幻影。亞洲國家的處境之所以如此，是因

亞洲國家一直循著日本的模式在發展，也就是說，並沒有從九○後的失落中走出來

，也沒有從美元陷阱中逃出來。亞洲國家其實還活在日本失敗的陰影中，還活在帝國

的殖民中。全球經濟在這關鍵的轉折點，亞洲國家應該積極思考如何面對能逆轉勝的

關鍵九局下半。

 



９１１事件與美元圈套的關連性

 

記者：911恐怖攻擊的觸發是否與美元圈套有所相關？造成的影響為何？

 

 

 

鮑：當然我認為這樣的聯想多少有點陰謀論，這除了經濟面向，還要考慮到很多，沒

有確定的說法。不過在911後，美國在國防軍事支出增加，造成財政赤字更為嚴重

，股市表現也下跌不少，雖然現在還是世界的霸權，但已經不比二戰時的的地位，而

日本的通貨緊縮則更為嚴重，但因為是美國的貿易夥伴，其權威性仍有一定的影響

，美元至今仍為強勢貨幣。

 

 

 

林：美國也沒有絕對的證據指出911是什麼原因造成的結果，但屬於資本社會的美國

，在過去也曾支持中東國家的政權，但美國在全球一直推銷自由民主人權，造成資本

主義經濟侵入中東國家，引發反抗的聲浪，而現在美國雖為世界的領導者，卻仍必須

面對已形成世界多級化的格局。世界需要重組為三個區域性貨幣：美元、歐元和一個

新的亞洲貨幣。這項建議與羅伯特‧蒙代爾的工作遙相呼應，他一直周遊世界講授一

種基於美元（dollar）、歐元（euro）和日圓（Yen）的國際貨幣單位。根據蒙代爾

的計畫，透過這三種貨幣的基礎上，形成了一個「世界貨幣單位」，逐步終結布列登

森林體系（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以美元為全球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

 

美國儲貸、次貸風暴的剖析

 

記者：美元之前歷經儲貸風暴至今的次貸風暴，美國現在的處境與對全球的影響？

 

 

 

鮑：當葛林斯潘接任聯準會主席時，通膨預期較低，增加貨幣供給降低利率後，貨幣

首先流入資產市場引發資產通膨，並有效地刺激需求增加。隨著增加貨幣供給重振經

濟後，大部份的人對提高流動性（亦即增加貨幣供給）充滿信心。所以只要經濟一有

危機，各國央行就祭出流動性法寶作為因應對策。但在2008年次貸風暴後這個政策開

始失效，增加流動性並沒有提高資產價格或改善需求。唯有足夠的家庭或企業願借錢

，流動性政策才會發生作用；如果不管利率多麼低，若沒有幾個家庭或企業願借錢

，流動性政策徹底失效。這或許即是美國現所處之情況。因為全球金融國際化



，2008年全世界面對次貸風暴，在資金流動更為廣大的世代，這樣會比過去在儲貸風

暴的影響更大。

 

 

 

林：美國的次貸風暴至今尚未完全復原，但仍是在玩金融衍生性商品，中國與亞洲國

家就跟當年的日本一樣，再度面臨瀕臨破滅的泡沫。2012年美國選舉的時間將近，美

國在印度或全球賣的商品，包含網路軟體、電腦（如APPLE），將錢都回流於美國

，讓人民認為市場景氣變好了，但其實這一切都是短暫且尚未調節好的，雖然房地產

看似一片繁榮，但失業率並沒有明顯的改善，等到得到政權之後，過去諾言成為空頭

支票，一切都會回到真實的那面。過去國家的迷思是外匯存底越多越好，但卻沒有長

期的目標，不懂得金融衍生性商品，而造成自己吃了大虧，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簡而

言之，美國賺全世界的錢，讓其他國家吃苦啊！

 

過度倚賴代工，應提升研發水平

 

記者：在美元圈套下，台灣與中國的走向及影響？

 

 

 

鮑：台灣不能總是依賴代工，必須自創品牌，而與中共的關係在政治或經濟面皆是密

不可分，雖然中共的目標想要讓人民幣國際化，也許這是必然的趨勢，但我想還是需

要很多的時間。尤其中共的市場很大，我認為應先創造內需，造成其資金流動，如果

想要追上美國，也必須使貨幣國際化接受匯率流動，但中國現今的產業經濟來源仍然

是靠出口，若幣值大幅上升可能會吃不消。

 

 

 

林：對台灣來說，應該調整自己的價值，不能完全依賴中美，曾經移廠至中國的產業

，也因技術被模仿，甚至被當地人以更優惠的價格自行生產，導致台灣某些產業被踢

出中國，現在台灣必須發展自己的產業，才能與南韓競爭，雖然南韓在中美的市場已

比台灣大，但台灣仍需繼續提升自己的研發水平，才能避免被邊陲化。至於中國應該

要增加內需，提升國家本身的競爭力、整體素質、作業效率及避免貪汙，還有中國應

強調國民教育及知識能力。

 

從基金學起，延續創意與原創性



 

記者：請問您覺得台灣年輕人如何面對美元所宰制的現況，如何準備或規劃？

 

 

 

鮑：由於全球化的風氣太盛，這一代的年輕人一定比上一代壓力更大，過去也許只要

與在台的學生較量，現在單單只以離我們最近的中共來說，就要與14億人口競爭，值

得慶幸的是，整個市場也比過去大太多了。這一代最重要的利器還是語言，在找工作

及與外國人交際的時候仍然比較吃香，還有個人的態度、性格也很重要，專業能力反

而是其次。在理財方面，以自己的能力範圍內去投資，也許可以從接觸基金開始，累

績時間及經驗後，在無傷大雅的情況下，可以再選擇嘗試其他金融商品。

 

 

 

林：以現實面來看，短期而言年輕人若要投資，可能還是以美元為主；但長期而言

，台灣的年輕人要有很好的觀察及技術，來面對美元所帶來的影響，現在應先把自己

培養好，做良好的規劃投資，例如去外國打工學習新事物，拓寬自己的視野，與國際

接軌，千萬不能自我感覺良好，不然可能沒有辦法贏過他人。但台灣的年輕人要延續

本身對創意的發揮及原創性，設立自己獨特風格，不要人云亦云，要讓自己如同蘋果

創辦人賈伯斯一樣，成為去引導整個世界走向的人，語言是一種工具，英文還是最通

行的，但能夠學習其他語言，當然更勝一籌。

 

（記者／謝佩穎　　攝影／鄭雅文、羅廣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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