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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白银存量(黄金和白银储备量)

引言：

1485年左右，有个意大利创业者先后跟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葡萄牙投资者谈风投
。

经过多年拉投资，因为诉求航海主导权和利益分红（10%），这个投资者遭遇了轮
番拒绝，心灰意冷的时候，在西班牙，他终于遇见了一个相对靠谱的投资者。

这人啊，就是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至于创业者，则是大名鼎鼎的哥伦布。

伊莎贝拉女王，其实也不是个大气的人，一开始她是拒绝的。

不过女人嘛，心思还是比男人软一点，看着哥伦布如此勤奋上进，连工作都没有，
就给了他一个皇室供奉的工作，让他在自己皇宫里面待着，心里寻思的是，或许有
用也说不定？

在这机缘巧合之下，经过六年的等待，行动迟缓的西班牙皇室委员会终于在项目列
表中，找到了哥伦布的航海诉求。

（圣萨尔瓦多）

当然，这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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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今日要说的，是后话的后话。

因为蝴蝶煽动了翅膀，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欧洲人发现了新大陆，让西班牙人成了土财主，拿着南美洲轻易得来的无穷无尽财
富，豪横的西班牙人，在全世界买买买，成就了最早的日不落帝国，也让远在东方
本就富裕的帝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这个帝国就是大明王朝，一个富庶繁荣，却受制于贵金属短缺，贸易潜力被制约的
国度。

（张居正）

恰在这个时候，大改革家张居正上台了！

北方，他跟蒙古人和女真人弄互市贸易，南方，对于丝绸和瓷器茶叶的需求，也让
明朝人开放海禁，成了高端制造业的输出地，用产业降维打击的方式，赚了无数的
小钱钱。

这小钱钱涌入，让曾经受制于贵金属短缺的中国，在无尽白银流入之后，有了贸易
立国的资本，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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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刺瞎人眼的白银帝国背后，是源自美洲的白银，是源自东南亚的白银，是源自
日本的白银。

三个渠道汇聚在中国，让中国的明朝和清朝，成了名副其实的白银帝国，富庶国度
。

最高峰时期，中国到白银存量估算为11.4亿~13.3亿两。

只是这白晃晃的白银，还有黄橙橙都黄金，依旧抵不过时代的洪流。

外国佬的坚船利炮，让大清帝王道光郁闷了，随后就是一轮轮外国侵袭和进攻，还
有那风雨飘摇的时代。

可无论如何风雨飘摇，这白银的本位货币地位依旧没有消失，直到美国人来了。

中国才彻底失去了金融高边疆。

（中原大战）

1933年3月8日，民国政府颁布了《银本位币铸造条例》，规定所有货币以后都叫
“元”了。同年四月，又实行“废两改元”政策。

这言外之意就是，以后大家别用银两了，不好区分，统一用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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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规定了银元的成色，跟原来银两的区别不大，含银量88％，含铜量12％，每一元
兑银七钱一分五厘。

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什么？

在经济领域做加法，弄得越大越好，在规则领域做减法，弄的越简单越好。

从这个角度看，“废两改元”无疑是个好政策啊，直接让市场活跃了，因为大家都
收银元吗？

恰在此时，民国政府迎来了所谓的黄金十年。

（金融战争）

三：黄金十年？没有重工业的虚假繁荣。

黄金十年的民国，看上去欣欣向荣，社会面貌大改，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提高！

但这繁荣，却有着危机涌动。

首先：
当然是工业门类太过畸形，苏联是重工业强势无比，轻工业特别差劲，民国是反过
来的，轻工业还凑合，但事关国家硬实力的重工业和机械工业，却几乎没有，连清
朝末年都比不上，大量的机械设备都要进口，也让买办阶级大发横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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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实力没有，钱都成了少部分人的，这繁荣，不过小众而已。

其次:
是发展出来的工业，很多都是外资的，这其中日本投资比重还特别大。投资的都是
外国人，话语权不够，产业升级和迭代，也不听自己的，就连转产都要看人脸色，
这工业发展，名不副实。

再次：工业的发展，反而让广大农民遭遇了大量破产。

这点上也有经济逻辑可循，国家资金就那么多，大部分都投入工业和城市建设中，
其他方面的投入肯定不足啊？

再加上实物地租转化为货币地租的影响，让原本的纳粮变成了纳税（钱），农民收
获了粮食，却遭遇银元交易困境，只能贱卖粮食，弄的农业减产，大量农民破产，
就算灵活就业也没地方去啊？

最后：1929年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可不管你是东方还是西方，全部要波及到
？

于是，风起青云于微澜。

（民国土地交易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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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过得惨啊，那是真惨！

种田没收入，卖地都没人卖，咋过得下去？

为何发生这一切，则不得不说，美国人干的！

一战结束之后的美国，迎来了咆哮的20年代，那个时候的美国处于黄金发展期，拿
着一战在欧洲赚得大把横财，美国人日子过的舒坦无比，小车配起，豪宅走起，白
领当起！

随着科技发展而来的诸如洗衣机啊，电烤炉啊，等新物件也是层出不穷，摩天大楼
无数的纽约成了世界金融中心。美国人舒服的说，这是最好的时代。

可最好的时代，依旧难逃资本主义危机循环的难题。

当欧洲的有效需求下降之后，在美国产能过剩之后，美国经济不可避免的在产能过
剩，需求下降后走上泡沫化。

垄断资本的兴起，信用交易的膨胀，让金融市场泡沫泛滥，大量资质参差不齐的“
信托投资公司”，成了美国人的投资标的，也吞噬了大量美国人的储蓄。

用钱投资当然轻松惬意啊，跟08年次贷危机差不多，火热的经济泡沫最后遭遇了黑
色时代。

击鼓传花之后，传不下去的泡沫终于破灭了！

1929年10月28日，美国股市崩盘，大萧条启幕，更糟的是，奉行金本位的美国，
不可避免的让金融危机席卷了全世界。

当时的中国，虽然奉行的是银本位，就连对外贸易也弄白银结算，但依旧处于危险
之中。

原因无他，产量底，且套利空间大，而且白银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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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和美元）

1933年，英国颁布了《伦敦白银协定》，为了转嫁危机，维系摇摇欲坠的金融霸权
，放弃了金本位。美国人一
看英国人这么不地道，也在
1934年6月，通过了著名的《白银收购法案》，按照法案规定，但凡世界市场交易
的美元，都用白银价格计算。

英、美两个经济大国轮番拿白银做文章，其实都是剑指中国，这个银本位大国。

在他们接连政策出炉后，国际银价迅速被炒高，也让中国经济和币制改革遭遇冲击
。

民国政府银币对美元汇率升高，让每盎司白银的购买力短时间内提高了三倍。

无数中国人都发现，曾经高昂的外国货，咋滴变便宜了？

进口商品变便宜，直接冲击了国产商品竞争力，失去了价格优势，民族工业变的举
步维艰。

民族工业举步维艰时，不少投机者还发现，出口白银可以赚钱，而且是唯一能获利
的商品。

这样的现状，让无数外国人和中国投机者纷纷行动起来。他们甚至用轮船甚至兵舰
出口白银换回商品，谋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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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1934年这一年，就有2.56亿银元输出国外，其中八月份银元输出量更是高达7
900万元。

这股风从1934年一直吹到了1935年底，中国的白银储备也从6.02亿万元直降到了2
.88亿万元，下降了大半。

看着这数字，民国政府胆战心惊，先后推出了白银出口税和平衡税，还加大对于走
私白银的处罚力度，意图用征收税赋方式，杜绝走私方式，遏制白银的外流。

但这一系列政策，效果并不明显，一个软弱的政府，当然防不住白银的外流。

大量外流的白银，最终引发了严重后果。

接连出现的银慌，让白银挤兑成风，银行不得不收缩信贷，不少银行甚至宣布停业
，大量涌入的美国商品，也让中国贸易严重入超，打压了民族工业的发展，白银的
大规模外流，造成了中国通货紧缩物价下降，不少企业陷入经营困境，纷纷倒闭。

国民经济深陷泥潭之中。

从这个角度，在看美国《白银收购法案》的用心或许就懂了。

这是一个通过刺激银本位国家购买力，倾销过剩产能的贸易战，目的是缓解本国的
危机，让危机从美国转移到中国。

对于此，美国人心知肚明，因此才有的蛮横美国做派出现。

（民国法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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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改革币制，列强斗什么？

1935年11月3日，民国政府发布《财政部关于施行法币布告》宣布货币改革。

按法令规定。

首先：以后一切纳税和公司款项的结算、收付只能用法币，不能用银元，

其次：货币发行权收归国有，仅限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
四家发行，其他银行发行的钞票要限期兑换中央银行钞票。

最后：全国上下所有白银，全部要收归国有，私人和银行票号等不能保留银币和金
银。

这场出于自救的货币改革，看似挽救了民国政府的经济，却要遭遇两个难题。

对内，当然是如何让老百姓老老实实上交白银、

长久的银本位下，百姓都习惯了用白银交易，政府信用不佳，也让老百姓对用白银
兑换法币不甚感冒，民众积极性，私人银行也不给力！

一看兑换出问题，民国政府决定先对付，相对好对付的银行机构。

为了鼓励民营银行上缴白银，民国政府给出兑换优惠，规定各家银行只需缴存纸币
价值60％的白银，至于另外的40%白银，则换成政府公债、股票和公司债券予以补
偿。

这规定一出，还有各种强力执行的政策出炉，让法币兑换工作走上正规。

到了1936年中，民国政府从个人还有银行手中筹集了价值高达3亿美元的白银。

这三亿美元白银，最后被运到了英国和美国，成了法币的准备金，稳定了法币的币
值，也增强了法币在国际市场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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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捆绑）

经过激烈讨论之后，民国政府和美国在1935年5月签署了《中美白银协定》。

按照这份协议的规定，美国又在中国收购了7500万盎司白银，至于售卖白银的所得
，民国政府要全部存放在纽约的美国银行，其中5000万盎司作为抵押，其他的钱，
美联储用2000万美元的外汇基金作为交换。

这相当于用中国人的钱在贷款给中国，美国唯一付出的，是用强大国力背书给予法
币支持。

可他们的收获，并不止这一点！

通过贸易战，将过剩产能输出到中国是收获之一。

通过协议，让法币跟美元挂钩，实现控制民国金融市场的目的，是收获之二。

通过控制货币，掌握民国经济，是收获之三。

美国控制了民国政府的货币，等于间接控制了金融权。

这场贸易战，民国政府用最不坏的选择，依旧迎来了完败。

古今观之，唯有感叹，金融高边疆的重要性背后，都是血的代价。

以史为鉴，不忘过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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