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对日本虚拟货币看法

01

中日同步做空美国？

虽然日本一贯站队美国，不过，在美债问题上，日本和中国的做法却不约而
同。

2022年以来，作为美债持有者的两个大户——中国和日本，似乎在共同大
量抛售美债。

作为美债最大的持有国，截至2022年12月，日本已抛售2523亿美元美债，
持仓降至1.0763万亿美元。

2022年中国净抛售美债1732亿美元，持仓已经跌落至8671亿美元，而在最
高点的2013年，中国曾经持有美债1.3167万亿美元。

更甚者，有分析认为，中国和日本作为美债前两大持有国，接下去的某个时
候，都存在清空美国国债的某种可能。

于是，中日大量抛售美债问
题成为国际焦点。而中日不约而同抛售美债则各有原因。

日本抛售美债有其不得已的苦衷。2022年，美联储为平抑通胀采取了激进加
息的动作，年内加息7次，累计加息幅度达425个基点，其中连续四次加息7
5个基点。

这一方面导致了美债价格下跌，使得日本手里的美债资产缩水。另一方面，
这使得美元升值而日元贬值，给日本国内造成巨大的经济问题。

日元大幅贬值，日本国内进口价格大幅上升，企业成本上涨，个人收入缩水
，让本就低迷的经济更加萎靡不振。

为了保卫日元，日本在外汇市场通过抛售美元资产来维持日元走势。同时，
抛售美债也减少了美债缩水而导致的经济损失。

中国抛售美债的原因则较复杂。其一，是为了减少美债缩水的经济损失。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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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美贸易冲突不断，抛售美债一方面可作为中国对抗美国的手段，另一
方面，当中美冲突升级之时，可减少美国的“流氓行动”。前车之鉴就是，
美国冻结了俄罗斯的外汇储备，禁止俄罗斯使用美元。

然而，在美国的债务总额已经增加到31.4万亿美元的特殊时期，美国开始坐
不住了，希望得到中国的支持。在 “气球事件”后，美国财长耶伦再次表达
希望访华；美国副总统哈里斯、美国副国务卿舍曼、美国防长奥斯汀也纷纷
改口，希望中美双方重新开放沟通渠道。

美国政要都纷纷表态希望改善中美关系，只能说明美国在债务问题上遭遇的危机
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后续会否用台湾问题作为摊牌武器，我们拭目以待。

然而，无论如何美债危机只会愈演愈烈。（详情参见参加《美国国债市场离
崩溃只剩下一次冲击？台海问题是美国化解债务危机的秘密武器？|中美债务
难题》）

福 卡 智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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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货币格局会否发生变化？

美元作为国际第一大货币，其背后重要的支撑就是美债，美债危机必将动摇美元
国际货币的地位。

对此，就连美国国内都在调整。

美国威斯康星州近日发布公告，该州正在加速立法让黄金成为法定货币，并
使其与美元相提并论；2月初，威斯康星州已经免除了黄金的销售税。

事实上，自2021年以来，美国的堪萨斯州、犹他州、缅因州、爱达荷州、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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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荷马州、密苏里州、西弗吉尼亚州、田纳西州和亚利桑那州等42个州都
在加速立法或已经让黄金白银成为合法货币，与美元享有同等地位。

然而，
这并不是说短期内美元就会突然崩盘，事实上，美元仍有回摆与调整的空间：

一方面，尚
未找到可以作为全球第
一储备货币的美元的真正替代品。
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依然是以美元为主导，美元在全球储备货币中占比逾60
%，其次是欧元占20%、日元占6%、英镑占4%、人民币仅占2%。

从货币史的
发展来看，对原有货币
霸权的取而代之也并非一蹴而就。
19世纪中叶，英国国力鼎盛，英镑成为第一种非金银的全球储备货币。189
4年，美国GDP超过英国，但并非美国GDP世界第一，美元就是世界货币，
即使到了一战时期，美国的经济体量已经超过英法德三国总和，美元的国际
地位也未超过英镑。实际上，直到1945年美国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才真
正意义上让美元取代英镑，期间历经半个多世纪。

因此，美元或还能享受一段时期的铸币税，或能以时间换空间。

另一方面，美国能够强盛200余年，本就与其社会系统的纠错能力以及自我内部
的革新能力有关。

更何况，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体系磕磕绊绊运行了3/4个世纪，美国目前还
是世界工业分工体系的核心，仍是全球商品头号买家和技术总提供者，有大
量追随其后的外围国家的协同。

福 卡 智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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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趋势如何？

从中长期趋势来看，美元体系正以可见速度遭到侵蚀，一国法币作为国际货
币体系中心货币的弊端已一览无余，全球货币领域的暗战全面登场。

预计10年后，国际货币体系将走向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取代美元独大的或
将是一个完全多元化的货币体系，甚至包括去中心化的数字货币的同时崛起
。

随着全球供应链、价值链、产业链加速调整，以及主要经济体推动的区域产
业联盟政策的逐步实施，全球经济将日益裂变为多个中心集群的集合体。

国际货币体系的
调整也势必与实体经济的发展趋
势相一致，单极化、等级制的货币格局将被多中心、网络式的货币格局所取代。

尤其是随着各国央行数字货币的加速，货币跨境支付的安全性、可溯性和效
率也将成为全球货币比拼的新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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