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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1933年大萧条与伦敦世界经济会议

金卫星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江苏苏州215021)

摘要：1929—1933年大萧条，摧毁了一战后重建的世界经济格局。国际联盟为缓解危机而召开的伦

敦世界经济会议，则成为新旧世界经济体系的转折点。英国企图借助美国的金融实力t恢复由其主导的世

界经济传统秩序；美国则希望终结以英国为棱心的世界经济传统秩序，倡建全球经济新秩序。伦敦世界经

济会议最终未就任何实质性问题达成协议。会议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英法与美国在如何协作对付危机的问

题上思路迥异．而会议的失败则为美国以后构建由其主导下的世界贸易金融合作机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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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1933年的大萧条．使一战后重建的世界金融体系紊乱、国际贸易市场处于封闭割裂状态。为稳定世界金

融、消除国际贸易障碍。国际联盟千1933年6月发起召开了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企匿通过与美国合作恢复世界经济

体系的“正常”运转。但这次会议因为各种因素未能成功，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政治形势从此恶化。我国学

者对30年代大萧条及其后国际形势的演变已有了一定的研究。但对当时世界经济的具体变化探讨甚少．尤其对伦敦

世界经济会议的性质与作用重视不够，本文拟对此作详细探讨。

一、一战后重建的世界经济格局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格局在国际投资、生产布局、国际贸易和货币金融诸方面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在国

际投资方面．欧洲战后丧失了资本输出的主体地位，美国成为世界主要贷款国家。当时德国从主要债权国变成了债务

国，荚、法则因在敌国和俄国的资产被澄收而遭受重大损失；只有美国不仅在大战期间赎回了英法所持有的美国债

券，而且还通过战争贷款成为债权国。战后初期美国拥有130多亿美元的债权，其中欧洲各国政府欠美国战债即达

l∞亿多美元，另有30亿美元属于私人债务。从20世纪20年代起．美国成了世界主要贷款国，其对外投资总额从

1919年的70亿美元增长到1930年的170亿美元，其中约40％的证券投资是在欧洲。⋯(P191)

在生产布局方面。欧洲传统的工业中心地位衰落，美国成为全球生产、原料体系的支配中心。战前“欧洲人I=1不

断增多，人员和资本自由移往海外的数目目益增加；机器工业的发展主要在西欧，但1870年以后，也在美国和日本

⋯⋯”。b1(P56)战后欧洲工业陷于萧条：英、法、德人均国民收入直至加年代中期还低于1913年，整个欧洲的工业

发展倒退了八年。而美国战前工业生产的年增长率即已超过欧洲，山20世纪20年代更是进人了“黄金时代”：石油生

产占世界70％，煤炭生产占柏％，工业品生产占世界46％(1925—1929年)。1922—1928年间。美国工业生产增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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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国民生产总值增长40％，人均收A增长30％。到1929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世界

制造业生产的地理分布由此发生了变化：

1913—1938年间世界制造业生产的分布(％)[3】(P13)

时期 美国 德国 英国 j击国 苏联 瑞典 日本 印度 其他 世界

1913正 35．8 14．3 14．1 7．0 4，4 1．0 1．2 1．1 21．1 100

1926—1929拒 42．2 11．6 9．4 6．6 4．3 1 0 2．5 1．2 21．2 100

1936—1938年 32．2 10．7 9．2 4．5 18．5 1 3 3．5 1．4 18．7 100

欧洲工业中心地位的急剧衰落，新兴工业国家尤其是初级产品生产国工业化的兴起，扩大了原料和工业制成品的
来源，改变了欧洲对外贸易的传统格局。

在国际贸易方面，英国丧失了战前的世界贸易“乐队指挥”位置。⋯(F307)大战前，由于工业品价格高于初级

产品，英国对初级产品生产国保持贸易顺差，后者通过对默洲其它国家和美国的贸易出超，弥补对英国的逆差；欧洲

其它国家则通过对英国的贸易出超。支付其对初级产品生产国和美国的贸易人超。战后英国在世界工业品出121贸易中

所占份额从1913年的30．6％降至1929年的23．8％；而1928年英国在世界初级产品进口贸易中所占份额却与1913年相

同，都是19％oD](F211)由此产生的贸易逆差消耗了英国的无形牧人，缩小了经常性项目顺差。美国的崛起更改变

了世界贸易的格局：其一，美国增加了工业品出口和原料进口．改变了战前美欧贸易ep欧洲出I：：II业品、进口原料和

农产品的格局；其二，欧洲在美国贸易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进izl从19t3年的约50％下降到1929年的30．6％；其三，美

国经济受国际贸易影响的程度低于欧洲和世界其它地区，贸易价值不到其国民收入的8％，而欧洲和世界其它地区则

严重依赖美国的市场。

在国际金融方面，战后重建的以荚镑和美元为国际货币的金汇兑本位制有严重缺陷。战前英国利用外贸顺差进行

投资，并且凭借汇兑信誉使外国金融机构和商人相信英镑自由兑换为黄金的瞻力。英镑汇票不仅被用于为英国进出口

融资·而且被用于为世界大部分地区融资：⋯伦敦城。的金融机构有世界范围的联系。并且通过新的股票市场提供长

期资本和通过票据市场提供短期资率。英镑起着共同的贸易货币的作用，伦敦各种金融服务工作的廉价和安全，鼓励

了正常的和扩展中的国际交易a”乜1(P58、印))战后欧洲各国先是通货膨胀，随后又连续两年陷人通货紧缩和商业衰

退。1922年国际联盟在热那亚召开金融会议，提议各国实行以金本位制为基础的金汇兑本位制。英国遴于1925年放

弃战时英镑／美元的固定汇率，恢复了英镑的金本位制。①但重建的国际金融机制具有严重缺陷：其一，它受制于以

德国为起点、以美国为终点的赔款与战债支付链。凡尔赛体系规定的德国赔款原则因其恶性通货膨胀而中断，而协约

国偿还战债的前提是德国必须支付赔款。道威斯计划以美国的贷款启动德国经济，使其能够重新支付赔款．协约国亦

由此得以向美国偿还战债，美国资本再以投资和采购的方式继续注入欧2l|I，由此形成了欧洲金融体系对美国资本的特

殊依赖。其二，它受制于战后国际清算体制的分散化。战后纽约成为主要国际金融中心．改变了国际交易以伦敦为中

心、以一种相对简单方式进行支付并在伦敦转移锻行结余的格局。战后的各金融中心必须抵消它们之间的债权．保持

相互间的平衡；多个金融中心并存使外国资金为适应不断变化的利息率和各种萁他问题，经常从一个金融中心流向另

一个金融中心，形成高风险的短期流动资金；o而“纽约不仅缺乏伦敦那种向投资者分配国际证券的经验，而且其货

币市场也不能及时对有助于使国际投资更有吸引力的国际收支变化做出反应。”⋯(P183)其三，它受制于战后黄金存

量分布的不平衡。1923年美国的黄金占世界黄金存量的44％，英国只占9％．德国、意大利等国战后则蒙受了严重的

黄金流失。为弥补世界黄金储备不足和分布的不平衡，热那亚会议推荐以金汇兑本位制作为缓和世界黄金短缺的办

法：允许一国根据可自由兑换成黄金的外币稳定其通货，并以该外币作为储备。会后，大部分欧洲国家都实行了金汇

兑本位制。由于金_；仁兑本位国保留以英镑和美元作为国际储备的权力，这就要求伦敦和纽约都拥有较之维持本国交易

所必需的更大的黄金存量。当时纽约拥有足够的黄金储备，而伦敦却因为对外贷款超过国际收支所允许的程度，流失

了大量黄金。更有一些汇兑本位国认为持有外币而不是黄金有损本国的威望。使原来旨在缓和世界黄金短缺的金汇兑
本位制“底气”不足。o

总之t战后重建的世界经济体系只是初步恢复了国际经济活动，部分适应了20世纪20年代初现端倪的全球化格

。德国在道威斯计划援助下于I蜊年首先恢复金本位制．到1926年共有39个国家相继恢复叠本位。
o这种“热币。在1914年前风险并不大，因为伦敦当时是短期流动资金惟一有利可图的持有地。

一三。竺掣的是1928年底的法国·由于当年国内金融稳定及法郎贬值产生的贸易出超导致资本还流，法国政府斑定以黄金结算其巨额贸易顺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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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它在国际投资、生产布局、国际贸易和货币金融诸方面都存在结构性的缺陷，一遇波动极易发生连锁性危机。

二、30年代的危机与国际经济结构的调整

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既是第一场全球性经济灾难，也是一战后世界经济体系结构性缺陷的连锁反应。欧美各

国起初“各自求生”，“以邻为壑”；继而被迫在国际金融和贸易方面合作，构建适应全球化发展的世界经济新秩序。

1929年10月纽约证券市场崩溃后．世界工业生产大幅下降、持续萧条，农产品和初级产品价格整体下跌，国际

贸易不断紧缩，货币金融危机连续扩散。世界工业生产以1929年为100，到1932年美国的生产下降为54，德国下降为

53．法国下降为69，英国下降为84；1933年1月。农产品和初级产品中以黄金计算的橡胶价格仅为1929年1月的

13％。羊毛为22％，丝为28％，铜为29％，棉花为34％．大米和咖啡为41％，小麦为42％，食糖为50％；19r29至

1932年第3季度．国际贸易价值减少65％以上，欧洲以外的国际贸易更下降到不足30％；1932年4月，从欧洲开始蔓

延扩散的金融危机，已经导致战后重建的金本位崩溃和国际货币体制被摧毁o”1(1'33)

战后重建的世界经济体系结构性缺陷，对危机的持续和深化起了推波助澜作用。首先，农业、初级产品在各国的

保护政策下生产过剩、价格下跌．既造成世界贸易不平衡，也导致农业、初级产品经济结构性紧缩。以1923—1925年

农产品价格和贮存量为100，至1929年7—10月，世界农产品价格大致趺至70。而贮存量则增加到75％。山世界贸易

在大萧条前即已不平衡：农业和初级产品生产国由于实际收人减少无力购买制成品，工业国家的低收入消费者又无力

将其需求变成有效需求，许多制成品不是为供应初级产品国家、而是为工业国家的市场而生产．由此导致工业国家制

成品过剩。出口下降迫使农业和初级产品国家减少进口、扩大贷款并实行货币贬值；工业国家也因出121减少而相应地

紧缩银根、停止对外贷款和实行外汇贬值，由此造成的全球结构性通货紧缩，正是诱发并加重大萧条的主要因素。

其次，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国际资本输出中心，造成国际贸易和投资的严重不稳。与战前维系世界多边贸易结算体

系的英国投资不同，美国投资的模式具有潜在的不稳定性。表现为：其一，美国投资大多流向其出口产品与美国相竞

争而不是互补的欧洲国家；其二，美国本身发达的工业，削弱了欧洲战前作为美国工业品供应国的地位。20年代欧洲

产品平均只占美国进口的30％，远低于1913年以前的50％以上；其三，美国的食品和原材料主要来自对欧洲有贸易

逆差的初级产品生产国。这使美国对欧洲不断增加的出超与其从初级产品生产国的进口相联系，导致20年代世界贸

易结算、尤其是美国对欧洲不断增长的贸易顺差取决于：(1)美国对欧洲和其他地区的投资．(2)美国对初级产品生

产国的产品稳定增长的需求率，(3)欧洲对初级产品生产国在经常项目上保持以黄金和美元结算的贸易顺差。而欧洲

以美国贷款为中心的赔款与战债支付体系，加重了对美国资本的依赖。一旦美国的投资和进口减少，便会弓l发世界范

围连锁性支付危机。由于美国经济本身不依赖贸易．这种减少随时可能发生。

再次，战后重建的国际金融机制，加剧了全球既有的结构性通货紧缩，造成金融危机连续扩散。由于英国缺乏充

足的黄金储备，只凭汇兑信誉和对外贸易顺差保持支付平衡，经不起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1928年，美国的高利率和

证券投机使大量外国资本流向美国证券市场．国际贷款受到影响；法国以黄金结算外贸顺差引起的资本还流则加剧了

国际贷款的紧张形势。英国无力弥补美法退出对外贷款所形成的缺口，导致国际信贷普遍紧缩，农业债务国的国际收

支状况又周初级产品价格下跌、资金缺乏丽恶化。美国证券市场崩溃后，欧洲的贷款形势一度随外资撇出纽约市场而

有所缓和，但旋即又因持续的物价下跌、通货紧缩而紧张。1931年更爆发了扩散性金融危机：5月份，奥地利的挤提

存款风潮波及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波兰等国；7月初，德国的银行危机迫使美、英、法次定让其延期

偿还贷款三个月；7月中下旬，英国的挤兑风潮在两个月内流失了2亿英镑以上的黄金，政府被迫于9月21日脱离金

本位。国际金融恐慌旋即转向美国，到1932年6月美国也流失了近20亿美元的黄盘。

为摆脱危机，各国起初“各自求生”，采取“以邻为壑”的措施与政策。在金融方面，与英镑保持嗣定汇率的相

关国家和地区也相继放弃金本位，形成了英镑集团；1931年至1932年，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奥地刊、阿根廷、希

腊、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拉脱维亚、丹麦、爱沙尼亚、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罗马尼亚、日本和巴拉圭等国

实行了外汇管制；法国则因其黄金储备充足而坚持金本位，并从19"31年9月起连续将储备的美元兑换成黄金，到12

月中旬共计从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换走3．5亿美元以上的黄金；比利时、瑞士和荷兰等国的银行也紧随其后，到10月

底美国金融也陷入恐慌，流失黄金达7．55亿美元。战后重建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陷于瘫痪。

在国际贸易方面，1931年11月英国颁布《紧急进口税条倒》，对进口货物从价征税50％；次年2月颁布正式的

《进口税条例》，对一般进口货物征税10％。对太多数工业品实际征税20％．对钢铁、奢侈品等征税更高．而对主要

粮食和原料则予以免税，是为1849年废止<谷物法》以后的第一部正式保护税法；[酬(嘲)1932年6月12日至7月

。指各国政府为维持价格而采取买进产品进行的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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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英国与各自治颁和E口度在加拿大渥太华召开帝国经济会议，讨论了“⋯⋯英联邦内部的特惠关税和与外国的贸

易条约中所规定之最惠国待遇条款的关系”．声明“各国政府承担在将来英联邦内不得妨碍相互提供特惠的条约上的

义务”。LT](P200)会议通过的《谨太华协定》规定建立“帝国内部的特惠关税制度”，帝国内部各邦的货物彼此实行

优惠税率，形成了区域集团贸易圈。法国因坚持金本位法郎_}[价偏高，便在提高关税的同时率先在对外贸易中实行大

规模进口配额制度，到1932年末共有10个国家紧随其后实行贸易的完全配额或许可证制度；德国则在保持金本位的

名义下实行外汇管制，停止对外支付黄金，以规定进口的外汇支出限于出121的外汇收入的办法，保持对外贸易l陡支平

衡，同时与各相关贸易国家订立双边清算协定，在“非现金结算制度”下保持有限的对外贸易；美国国会也于1930

年通过了历史上最高的关税法：霍利一斯穆特关税法．据1932年进121情况估计，其实际上税物品的平均税率达

53．2％，[8’(P695)战后重建的国际贸易体系在各区域贸易集团圈和各国关税壁垒的作用下，处于割裂与封闭状态。，

在实施金融、贸易保护措施的同时，国际社会也展开了有限合作。在国际贸易方面，1930年3月国际联盟在日内

瓦召开国际经济会议，讨论了英国提交的议案，要求落实其1929年的建议：各国两年内不增加关税，并在关税休战

期间清除国际贸易障碍，以便在稳定各国现行关税基础上，进一步促使高关税国家减低税率。由于当时美国国内正在

讨沦霍利一斯穆特关税法而没有派代表参加会议，“欧洲以外的国家几乎全都步了美国的后尘”，”1(P480)这次会议

未能达成协议。在国际金融方面。当1931年的奥地利金融危机即将波及德国之际．胡佛总统于6月20日发布了《债

款延付宣言》，在声明“赔款完全是一个欧洲问题，和美国段有关系”，并强调“延付”并非取消的前提下。建议“在

一年期内延付一切各政府问债务、赔款和救济借款的本利”。¨01(P465—466)宣言受到欧洲各国、尤其是德国的欢迎，

但并未能以局部的缓解阻止整个金融体系随后发生的崩溃。真正谋求从总体上缓解经济危机的国际合作措施，当属

1933年6月召开的伦敦世界经济会议。

三、伦敦世界经济会议的酝酿与召开

1933年6月召开的伦敦世界经济会议，是在1927年日内瓦世界经济会议的基础上，国际社会企图通过缔结全球

经济合作协议，建立有序性国际经济协调机制的尝试。

早在1927年5月．国际联盟即在日内瓦发起召开了第一次世界经济会议。与会的五十个国家的代表，以个人身

分讨论了世界经济的工农业和贸易问题。会议提出了～系列改善世界经济的建议，提议“从人为的障碍与限制中解放

国际间的商业活动”，在国联主持下缔结一项降低关税税率的国际公约。由于各国政府只将会议限于由经济专家研讨

世界经济的层次，会议并未取得实际效果。

1930年德国总理布鲁宁向美国提出：裁军、赔款、战债、关税和货币稳定等同题是互相联系的．应该在政治的基

础上作整体懈决，不能仅限于经济专家对每个问题的分另q研讨。1931年10月，法国总理赖伐尔与胡佛总统就上进问

题进行了讨论。1932年5月中旬，英国首相麦克唐纳也就召开～次国际会议与胡佛总统交换了意见。美国赞同召开同

际会议，但拒绝讨论战债问题。【l“(P36)与此同时．国际劳工组织也向国联理事会提议召开一次国际会议。7月q

日，国际联盟召集的洛桑赔款会议达成协议，央定由国联主持召开世界经济会议，并成立“组织委员会”和“专家筹

备委员会”，会议地址确定在伦敦。在会议筹备期间，法国建议摘一个国际公共工程计划，以刺激消费提高物价；英

国提议建立15至20亿美元的国际货币基金．通过向各国中央银行贷款以替代各国对贸易的控制；美国则倾向于各国

中止关税。对国际融资不感必趣，表示“我们将毫不含糊地反对让美国为别人的计划提供资金的建议”；’12’(P538)其

它小国主张成立一个国际信贷机构，为各国国际赤字提供资金、稳定货币。1933年1月19日，国联理事会通过了筹

备会议拟定的《世界经济会议纲要》，确定会议的宗旨：一是消除对亍[兑的控制和运转障碍，恢复货币的正常流通；

二是尽力促使国际贸易的重新活跃，并在贯彻上述宗旨中特别提到解决政府间债务问题的重要性，认为这是达到财政

经济稳定和货币稳定的基本条件。Ll刘(P3、P22)这个纲领主要反映了英法的立场与观点。

伦敦世界经济会议筹备期间，恰逢美国总统大选．罗斯福总统就任后立即插手会议的筹备活动。4月6日．他主

动邀请麦克唐纳访问华盛顿，讨论“世界经济会议的准备工作和如何使世界裁军会议取得进展”，随后又邀请法国、

德国、意大利、日本、中国、阿根廷、巴西、智利、加拿大和墨西哥等】O国首脑赴华盛顿会谈．就一些经济问题达

成“某种根本性的谅解”。4月21日，罗斯福与先后抵达华盛顿的麦克唐纳和法国前总理赫里欧，就其关心的战愤、

货币稳定和关税等问题进行了会谈。在战债问题上，罗斯福建议取消利息，重新核定本金和确定债款，并对6月15

日即将到期的分期应付债载提出了一些通融办法；在货币稳定问题上，罗斯福与麦克唐纳、赫里欧一起呼吁“最终要

重新建立国际汇兑中的平衡”、“恢复金融货币的稳定”．表示“我们想做的事之一，就是要使世界恢复某种形式的金

本位制”；_l“(r"z59)在关税问题上，罗斯福建议白即日起至世界经济会议结束实行关税休战。4月25日首先发布了

美英首脑会谈联合公报，双方确认世界经济会议“必须把普遍提高商品价格作为首要的、根本的问题”，为此“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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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经济上、金融货币领域采取必要的措施，在经济上努力清除各种形式的贸易障碍．诸如过高的关税，限额、汇

党．的限制，等等”，并且“重建国际汇兑的平衡，一旦条件许可，就重建国际货币本位制”。¨¨(P29)随后发布的美法

会谈联合声明的主要内容也与此相同。华盛顿会谈实际上是世界经济会议的先声，“一度看来，美国像是在一场充满

胜利希望的事业中．担负着领导责任”。㈣(P240)美国既分享了会议筹备的主导权，又在会议原定的稳定货币、促进

国际贸易议题的基础上，加入了自己所关注的普遍提高商品价格的议题。

其实罗斯福当时所关注的并非立即参与国际经济合作，而是先缓解国内的危机：“我们的国际贸易关系虽然非常

重要，但在迫切性和必要性上必须从属于健全国民经济的任务。我一定要竭尽一切努力通过国际经济调整来恢复同世

界各地的贸易，但是国内的紧急状况是等不得贸易上的成就的”。[“】(P16)就在他与英法首脑商议稳定国际金融期

间．美国政府却为提高国内商品价格、增强对外贸易的竞争力，于4月19日放弃了金本位。美国计划将美元贬值

15％至20％，然后与英镑和法郎固定比价，由一笔三国平准基金管理。“由于贬值实际上是在美国已有贸易顺差。并

正在进口黄金的时候，⋯⋯因而它起了进一步加剧国际不平衡的作用。”怕o(P87)英国对美元贬值15％感到震惊，认

为美国并不存在像英国那样的金融压力，表示如果美元在较低的汇率上稳定下来，英镑的汇率将作同等程度的降低；

法国认为这项计划将使法郎被用来买进美元，井最终贬值导致法国国库遭受损失，因而不可能被法国国民会议接受。

鉴于英法未接受美国的计划，美元实际贬值达到41％，“这样一来．稳定问题与其说是英镑的问题，不如说是美元的

问题。”L”1(P520)英法迫切要求稳定黄元汇率，美国却因美元贬值导致物价、股票和证券韵上涨而拒绝稳定。妥协的

结果是将战债和汇率稳定问题从世界经济会议的议题中删除，改由美、荚、法三国中央银行的代表在伦敦世界经济会

议召开的同时，进行稳定币值问题的专项会谈。在此背景下，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于1933年6月12日正式开幕。

伦敦世界经济会议的主题一是要清除国际贸易的障碍，=是要稳定国际金融的混乱形势。在清除国际贸易障碍方

面，美国认为首先应该解决关税问题，而英法则将美国会前即表示反对的战债问题作为首先要清除的障碍。会议主席

麦克唐纳在开幕词中率先强调解决战债问题：“必须在清除普遍经济恢复的任何障碍之前，首先刻不容缓地解决战债

问题”。(1¨(P45)法意等欧洲债务国纷纷附和。欧洲各国鉴于美国实施关税壁垒政策，难以通过对美贸易偿付战债，

而美国在战侦问题上又拒不让步，情况恰如美国大通银行所述：“外部世界欠我们的愤，是套在他们脖子上的绳索，

我们用这些绳索把他们拖向我们这边。我们的种种贸易限制是紧紧顶着他们身体的草叉，我们用这些草叉把他们同找

们隔开。”Ⅲ1显然．清除国际贸易障碍的关键因素还是在于关税壁垒。美国代表团长、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是南方主

张自由贸易的民主党势力的代表，他历来认为“国际贸易不仅大大有助于每一个国家的复兴和繁荣，而且也是人类经

验中最伟大的文明教化者与和平缔造者。叫”1(P112)而“保护性关税是‘万恶之首’，是经济战的温床，是‘造成当

前恐慌的最主要的惟一基本原因’。”啪1(P47)他向会议提出了《全面降低关税公约草寨》，其主要内容是：(1)各国

白1933年6月12日起将现行关税普遍降低10％；(2)限制给予外国的特惠条例，缩小优待税率的差额；(3)废除关

税以外的进I：1限额和其他限制进口的措施；(4)通过缔结协定，控制与管理进口限额及其他限制进口的措施；(5)如

果那些在1933年国际贸易总额中占有50％以上的国家签署了这项公约，公约即视为生效；(6)延长所有已付诸实施

的关税休战；(7)提倡和鼓励消除以后贸易上的障碍。口“(mo)

赫尔草案主要针对英国的“帝国特惠制”和法国的进口限额制度，而将现行关税普遍降低10％并不影响美国的进

口税率优势。英国对此建议均衡降低关税．取消对私人企业、尤其是对出口和航运的津贴，建立全球普遍性低关税体

系；法国则表示原则上可以接受美国的方案，但保留增加现行关税附加税的权利，并称：“只要美元继续波动并有进

一步贬值的危险，巴黎就决不会同意约束法国限制美国商品进口的权利。”；啪J(P64)6月22日．赫尔又提议取消国

际贸易中的一切差别和优惠待遇，迅速彻底地消除贸易禁令和进口限额，井就缔结降低关税的双边或多边协定进行谈

判。由于当时与会各国的注意力已经转向与国际贸易密切相关的金融货币稳定问题．而赫尔本人在此问题上被排除在

罗斯福政府的决策圃之外，关税问题束能在世界经济会议中取得任何谈判成果。

在稳定国际金融形势方面，会前即商定将稳定货币作为世界经济会议的专项议题，由美、英、法三国中央银行代

表在伦敦同时进行会谈。罗斯福政府的主要目标是通过美元贬值提高物价、振兴国内经济．为此他专门派奥列弗·斯

普雷格和乔治·哈里森处理稳定币值问题，将赫尔代表团的使命严格限制在谈判贸易协定方面，不得参与讨论稳定货

币问题——无论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引(P26I)英法在会谈一开始即强调币值稳定与国际贸易的关系：英国财政大

臣张伯伦提出。“(会议的)当前目标，应该是世界主要国家之间货币的大致稳定．以便能使国际贸易不被这些基本货

币的狂涨暴跌所阻碍。”L111(PSO)法国财长认为“所有货币的最终稳定是会议的中心目标”，[111(P6”法国甚至将美

元的稳定作为其降低关税和在经济领域取得任何进展的先决条件。会谈的第三天，三国中央银行的专家根据5月31

日的市场{[价达成了一项稳定货币的初步协议：将美元稳定在4美元合1英镑，和0．04552美元合1法郎的水平，允许

上下浮动3％；三国中央银行将通过抛售黄金支持各自的货币，黄金销售的限额为400至500万盎司，相当于8千万到

1亿美元；如果这项措施还不奏效，三国将对原协定重新审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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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6月15日即协议通过的当天，美元与英镑的市场正价已经跌至4 15：l，稳定币值协议的消息透露给报界后，

美元虻价立即回升至4．02，商品和股票市场的价格亦随之下跌。6月17日，罗斯福总统电告美国代表团不能接受4美

元合1英镑的方案，要实现稳定货币的最终目标不能只靠三四个国家的努力，需要在世界范围采取行动。他要美国代

表团避免承诺(哪怕是暂时地)控制美元上下浮动的明确计划。6月21日，罗斯福派亲信雷蒙德’莫利作为特使赴伦

敦提醒美国代表团：总统在国际上的首要目标是在全世界提高物价。恤1(P72，P76)6月22日，美国代表宣布：“华

盛顿当局认为，暂时稳定货币的措施在目前是不适宜的。”忸1(ir278)

罗斯福对稳定美元方案的否决，使美元重新下跌、物价和股票价格上涨。法国对英国表示：“如果美元对英镑的

汇率不被稳定，那么英镑对黄金通货的比价也就不能稳定，美元不能被稳定．看来已经构成对那些仍然坚持金本位制

的国家的双倍威胁。”【川(P61)当时，“金集团”的荷兰、瑞士都出现了挤兑黄金风潮，荷兰银行的黄金储备在一周内

从83．47万盾下降到79．18万盾。6月30日，“金集团”国家和英国为首的部分非“金集团”国家再次拟订了一份稳定

币值协议草案：重建金本位制，规定采取适当措施限制金融领域的投机，由中央银行进行合作以便在一个时期内稳定

货币等。[1¨(P旺)此时，美元对英镑的比价已达4．33：1，商品价格指数上升到130．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指数达到

lOO。7月1日，罗斯福在给赫尔的倍中指责了“靠一纸协定来实现货币稳定的老一套做法”，表示不能“听任别的国

家对我们的行动强加限制”。汹1(rv6)7月3日．罗斯福给伦敦世界经济会议发出了措辞更为激烈的电报：“如果这个

重大的国际会议⋯⋯竟为仅仅涉及几个国家货币兑换的纯属人为而权宜试验性建议所转移，⋯⋯简直相当于一场世界

性悲剧的灾难。⋯‘我们的广泛目标是使所有国家的货币都能维持长期稳定。⋯⋯如果有朝一日世界大多数国家能够制

订出协调一致的政策，平衡预算、量人为出，我们才可以恰当地讨论如何更合理地分配世界的金银资源作为各国货币

的储备基础。恢复世界贸易不仅作为一种手段，而且作为目的都是一项很重要的因素。对此，暂时的固定汇率电不是

正确的答案。我们必须做的倒是缓和现存的禁运以方便产品交换、互通有无。眦圳(P673)

罗斯福的这封电报被形容为“炸弹信息”，它使此前三国银行家的努力付诸东流，也使伦敦世界经济会议陷于窘

境。7月4日赫尔向罗斯福反馈说，麦克唐纳表示，“欧洲不想干涉美国国内的政策，或使你的工作比目前更困难。但

直至获悉你昨天的电报为止，他都希望能与你合作寻求一项安排，这项安排将不以欧洲的混乱为美国成功的代价。

⋯⋯他难以掩饰被你昨天电报伤害的痛苦。”阱1(P66)在7月4日的会议上，麦克唐纳提议休会。英国与法国、荷兰

的代表还共同起草了一份说明决定休会原因的文告，阐述了罗斯福开始在5月16日对各国首脑发布赞同与其他国家

一起稳定金融的电文，结果在7月3日转而发布变卦电报的事实。英国首相公开表示，由于“一个国家的”某种货币

政策，世界经济会议已经不可能继续进行。

伦敦世界经济会议最终未就任何实质性问题达成协议。在罗斯福的示意下，赫尔努力使会议一直拖延到7月27

日才宣布无限期休会。会后，英帝国的成员国正式组成英镑区。法国为首的金集团则形成了更加充分的保护圈，它们

与美元集团的货币战不仅加剧了世界金融形势的混乱，而且进一步恶化了国际贸易和关税的局势，使欧洲国际关系更

加紧张。

四、对伦敦世界经济会议的几点分析

伦敦世界经济会议，实际上是20世纪上半期世界主要工业国家第一次企图通过国际协作，建立全球性贸易金融

台作机制对付危机的尝试。会议之所眦失败，是因为英法与美国在如何协作对付危机的问题上思路不同；而会议的失

败则为美国以后构建由其主导下的世界贸易金融合作机制奠定了基础。

从形式上看，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与1927年的日内瓦世界经济会议一样，都是由荚法主导下的国际联盟召开的全

球性经济会议。其目的都是要在英法(主要是英国)的主持下恢复世界经济的有序运行。但实质上，伦敦世界经济会

议是在英国已经无力继续承担履行世界银行家职责义务的背景下召开的．是英国企图让美国分担缓解金融危机的义

务、以便继续保持其对世界经济领导地位的政治会议。英国战前对世界经济的“乐队指挥”作用，主要依赖广泛的贸

易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而大萧条期间英国已经在贸易和金融方面陷入困境。恰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查尔斯·P．金德尔

伯格所指出，在一个稳定的世界里，世界经济的某一部分出现的衰退将经由这个萧条的国家扩太借款而得到平衡。这

种贷款为其他国家的国际收支逆差融通资金，使投资能够维持下来。在1914年以前的岁月里，英国操作着这种机制：

1929年后就没有能力起这种作用了o[15](1'144)1932年7月1日．英国经济学家委员会成员休伯特·亨德森爵士也在给

英国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备忘录中指出，英国过去总是通过向陷入金融危机的中心地区运送黄金、从未受危机波及

的中心地区提取黄金的办法，帮助处于困境的其他国家维持其清偿债务的能力。“伦敦现在已经无法履行这一关键性

职责，也没有别的中心愿意并且有能力来履行这种职责．这就是当今世界发生困难的实质所在。”㈦(P247)事实i-，

当时美国是有这种能力的。但美国无论从自身利益还是从其在世界经济所处的地位来看，都不可能为英国承担这份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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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因此，英国只熊借助于召开世界经济会议，试图通过缔结国际协定的政治手段，让经济实力雄厚的美国参加承担

保持世界金融货币平衡义务的行动，而在全球金融合作机制中继续保持自己的传统主导地位。
一

就当时的历史背景而言，伦敦经济会议的失败是必然的结局。它首先是因为，美国与英法在消除国际贸易的障

碍、保持国际金融货币稳定方面的分歧，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处理经济危机的思路与方法的矛盾。美国强调的是各个

危机国家和地区先行“自救”，通过健全各国内部的经济体制达到保持世界经济的长期稳定。早在5月20日，罗斯福

的经济顾问、助理国务卿莫利即声称，世界经济会议除了就各国国内经验交换意见外，不会有多步结果。“可能会有

许多人认为，由于萧条是世界性的，所以它完全是国际条件造成的1或者说，要解决这种世界范围的萧条，只能依靠

国际性的办法。⋯⋯其实，每个国家经济上出现的不幸，相当大的部分是国内问题。⋯⋯救治的办法主要应当在于这

些国家自身的所作所为。”[”1(P249)而英法则仍然主张通过传统的对国际贸易和金融流通的地区协作与调整，达到保

持世界经济运行的总体平衡。其次是因为，美国与英法在会议中所要解决问题的侧重点不同。美国强调的是通过国际

会议提高商品价格、振兴国内经济，为美国的商品拓展国际市场；英法侧重关心的是借助美元的雄厚实力保持国际金

融货币的稳定，消除国际贸易结算上的障碍，恢复英国主导下的世界经济秩序。再次是因为荚法和美国对危机的承受

力不同，对国际经济台作的依赖程度电就各不相同。英法经济尤其是英国的经济历来依赖对外贸易，法国则在金融方

面长期坚持通货紧缩，两者在危机中都直接承受着国际贸易动荡和货币金融狂涨暴跌的打击，难以依靠自身的力量摆

脱困境，亟需仰仗画际社会的经济舍作。而美国幅员辽阔、经挤结构完整齐全，黄金储备充足，有广大的国内市场，

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增长中比重不大，在危机中具有较强的经济承受能力。因此美国应对经济危机的做法自然是基于

孤立主义的传统，采取漠视别国利益的单边主义政策：1930年的霍利一斯穆特关税法，1933年4月放弃金本位都是美

国政府单方面维护本国农业的利益，不顾国际社会强烈反对的举措。导致伦敦世界经济会议失败的“炸弹”电报，只

不过是美国此前单边主义政策的延续。

从20世纪国际关系史的角度回顾，伦敦世界经济会议的失败，也是美国剥夺英国对世界经济的主导权，为构建

由美国主导的全球贸易、金融新秩序奠定基础的历史转折点。英国在会议上虽然也主张恢复自由贸易，但那是以(与

美元合作的)英镑作为多边贸易结算中心、以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为依托、英国继续充当世界经济调控者的“传统”自

由贸易，美国在其中只是～个帮助稳定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配角；美国所要达到的目标是全球市场门户开放，“使所

有国家的货币都能维持长期稳定”。因而“恢复世界贸易不仅作为一种手段，而且作为目的都是一项很重要的因素。”

当时唯一看出这个历史转折趋势的人，是称罗斯福的“炸弹”电报“极为正确”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他在会前也

认为：“这次大会的任务是，设计出某种联合行动，以减轻中央银行的焦虑。缓解其储备的紧张，或者消除对这种紧

张的恐惧和预期。这将使许多国家能够达到⋯⋯银行信贷便宜和充足的阶段。然而，通过国际行动，我们可以把马牵

到河边，但却不能强迫它喝水．那是这些国家自己的国内事务。不过我们至少可以为他们提供水源。这次世界大会的

首要任务是释放出千万条购买力的溪流以滋润干桐的世界，使之恢复生机和活力。"【吲(P388)

伦敦世界经济会议后．美国即采取措施剥夺英国对世界经济的主导权，为构建美国主导下的全球贸易、金融新秩

序奠定基础。首先是继续降低美元汇率提高黄金的收购价格。1933年11月15日．美元与英镑的比价降至5．5：1；次

年1月30日，美国通过了黄金储备法。2月1日，罗斯福总统将黄金固定为每盎司35美元，亦即美元的含金量贬值

为原来平价的59．06％。“这些高度技术性交易的实际结果是。英国财政部在1932年一直利用来损害黄元的货币问题上

失去了主动。根据美国财政部长1934年2月宣布的规定，英国和其它国家除非准备按照美国规定的价格出售黄金，

否则不能从美国购买黄金。筒言之，它们除非遵守美国的规定．否则不能在美元市场进行业务活动。”滔1(P286)

其次是通过双边贸易协定开辟国际贸易市场。1934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罗斯福政府的《互惠贸易协定法案》．

授权总统对外谈判缔结互惠贸易协定，可根据协定修改关税率，上下幅度可达50％。汹】该法律最初有效期为3年，以

后延长了11次，直至1962年才失效。《互惠贸易协定法》一是改变了美国奉行的自由贸易与保护关税并重的矛盾政

策．标志着美国开始从达到顶点的贸易保护主义向自由贸易转化；二是为美国开拓了国际市场、扩大了贸易出口，促

进了美国的经济复苏：-1934年到1939年，美国先后与28个国家签订了互惠贸易协定．。)出口贸易增加了48 9％。进

口增加了40．1％；三是为美国对外扩张、影响和支配国际关系提供了有力的外交工具：法案使关税减让成为行政机构

外交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增强了美国利用经挤手段对外扩张、实施自己的外交政策的能力。它与当年2月建立的进

出口银行一起，成了美国影响和支配国际关系的外交工具：美国政府可以为了达到外交政策的目的。而决定是否对某

个国家实行关税减让、以及提供或撤销贷款。更重要的是，《互惠贸易协定法》是罗斯福政府构建美国主导下的世界

多边自由贸易体系的起点。该法案的最惠国待遇原则既是美国在二战期间构建战后世界经济新秩序的基础，也是战后

①其中英国和加拿大是1938年11月17口才与美国签订协定的最后两个国家．美国也因此从局部打破了淫太华协定的帝国特惠
关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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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税与贸易总协定的基本核心原则。

第三是初步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1936年9月，在迫使英法接受美国规定的黄金出售价格、以法国

为首的黄金集团被迫解体的背景下，美国与英法达成了“----m货币协定”。三国同意尽力维持协定成立时的汇价，减

少汇率的波动，共同合作保持货币关系的稳定；当年10月，三国又签订了相互间自由兑换黄金的协定。该协定在一

定程度上制止了三国问的外汇倾销．实现了三国间货币关系的相对稳定。虽然由于第二次世界太战的爆发．法国很快

败降、英国起初在“现购自运”的原则下向美国购买军用物资．引起黄金外流而导致“--151货币协定”的垮台，但这

个合作过程却为美国战后建立稳定世界金融货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提供了经验。

总之，尽管伦敦世界经济会议的初衷是英法企图借助美国的经济实力，缓解30年代大萧条期间所面临的国际金

融体系紊乱、世界贸易市场封闭割裂的困境。摆脱世界经济的失控状态，重新恢复以欧洲为主的世界经济协调机制，

其最终结果却促成了美国打破欧洲主导世界金融和贸易的传统格局，迈出了构建由美国占主导地位的、适应全球化发

展趋势的世界经济新秩序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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