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美经济史 （坂出）

第10回 尼克松政权（1960年代末～1970年代前半期）
课本—第8章 尼克松＝基辛格重新审视欧洲 1969-76年



EEC共同市場提案1955-56

美国外交经济政策审议会ー经济统一可以促使
拥有更高生产性与消费水平的近代经济的发
展，对美国的出口有利

欧州提案ー必然会对美国的农业部门带来恶劣
影响



美国业界对共同市场的反应

否定派ー协议总体是基于加盟国特惠的基础，
会抑制美国的出口

肯定派ー统一后的广阔的新市场对美国的欧洲
投资有利

一个巨大的市场相比细分化的市场更令人期待
美国石油公司 汽车公司



EEC的启动 1958-

美国当初的期待ー导入通貨兌換性・降低EEC
域外関税・增加欧州的軍事・開発費→改善美
国国際収支

×政策变更花费工夫。



肯尼迪政権与国際収支問題

1960年海外美元债务第一次超过美国美元保
有量

根据国际收支状况乔治保罗组建特别研究班

通过对西德（offset）的测算要求驻德美军支
援



英国的EEC加盟問題
EEC的高関税壁垒

英国的EEC加盟ー对美国经济不利

所期待的事态ー对美经济差异最小化，尽可能具备政
治统一的状态

→英国加盟EEC与NATO/GATT框架的大力实施

围绕农业的利益冲突



肯尼迪・约翰逊政权围绕对EEC
政策的内讧

1.经济问题依然不如政治问题受重视

2.经济利害关系并非坚如磐石。

3. 通过关贸总协定的交涉美欧达成妥协。

4. 国务院继续决策上的优势。



尼克松政権

实现经济利益的求同存异的团结合作

经济机关ー由EC引起的問題ー通过英国加盟
EC，英国的旧殖民地国家与EC缔结特殊关
系，由此引发的通商问题有所增加

1971年8月尼克松＝康纳利 経済措施ー暂停
金元交换、美元升值、10%的进口附加税



序論①

美国对欧洲统一的态度变迁

～1960年代中期　积极

1960年代中期～　消极

与以前的帝国不同性质（分割統治）



尼克松・基辛格外交的課題

1.尼克松・基辛格外交的課題

2.美国国際収支赤字問題的「解決」

3.峰会体制的成立



 仠 尼克松＝基辛格外交的课题

•国际收支·货币问题

•能源问题

•欧洲的“独立性”问题(1973年欧洲之年)

• 1970年代前半期，在英国加盟EEC和OPEC关于石
油的战略引起的各种问题上，美欧经济关系将怎样
变化？



source: nobelprize.org

Henry Alfred Kissinger (1923-)
在哈佛大学研究19世纪外交史

1967 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
理

1971 秘密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
1972 尼克松访中

1973 就任国务卿·签订巴黎和平协
定（导致越南战争结束）

1974 尼克松辞职后仍担任福特政权
的国务卿（-1976）

1977 设立基辛格顾问公司
2002      911事件真相调查委员会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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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

•①政府裁定项目（军事支出·对外援助）②民间的
对外直接投资

• 1960年代—美国—国际收支为赤字，但是国内还是
进行新经济战略，依靠企业减税和积极财政来带动
经济增长，对外有越南战争等对外军事支出



图）美国的国际收支（单位：1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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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雅的忽视（benign neglect）

•John Connally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The dollar is our 
currency, but your problem.”



美国国际收支问题的“解决”

•各国的中央银行—要求兑换剩余美元与黄金

• 1971 停止黄金·美元兑换后中央银行面临的矛盾

•将剩余美元兑换为本国货币→本国的货币价格上升
→出口减少

•中央银行—依靠剩余美元购入美国财务部的证券·股
票

•         →解决美国的国际收支·财政赤字



发达国家峰会的轨迹

• 1975.11.15 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国首脑会议（朗布
伊埃·峰会美英法德意日）

• G7-7国财务部长会议—国际货币·金融问题

• 1986.5 东京峰会之后—促进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
公共框架

• 2006.7 圣彼得堡·峰会



峰会系统的特征

•以变动汇率制为前提的国际货币制度的安定

•调整“国际收支不均衡问题”

• 赤字国（美国）—消减财政赤字

• 盈余国（日·德）—扩大内需·改革经济构造·开放市场

• “盈余国责任论”—向盈余国家施加调整责任的压力

• 由增加公共政策刺激经济的政策



仠 尼克松＝基辛格的经济外交

• 1973.4.10 新通商法案 （1973年通商改革法）

•突破EC壁垒，扩大农产品出口

•对总统的大幅度通商限制

•保护主义的措施



仠 基辛格的“新大西洋宪章”

• 1973.4.23 基辛格“新大西洋宪章”演讲

•呼吁制定包括隔着大西洋的美国加拿大和欧洲·日本
等伙伴的基本文件

•由于被纳入大西洋伙伴关系下，EC机能淡化

•将防卫等军事·政治问题与通商·货币交涉相联系
（linkage）EC获得经济上的让步



宪章—美国方案╳EC方案

• 1973.6 罗杰斯国务卿“关于将来发达工业民主主义
国家间指针的诸原则的宣言”提案

• 1973.9 “宣言”EC方案：EC的一体性和对美平等

•美方否认“大西洋共同体路线”



仠 石油危机

• 1973.10.6 第4次中东战争→石油战略（石油价格
提高到4倍）

• 1973.12 哥本哈根EC9国首脑会议（蓬皮杜总统提
倡）—EC一体宣言—外交政策的共同化



石油消费国会议与美法对立

• 1974.2.11-13 石油消费国会议

•美—意在寻求与产油国对抗的石油消费国的联盟

•法—与阿拉伯产油国的两国志向

• 1974.3 美宣布中止讨论“宣言”（美欧对立高
潮），尼克松宣布中止访欧



美欧首脑更换与协调化（１）

• 1974.2.28 英国总选举（希思劳动党→威尔逊劳动
党政权）

• 1974.4 EC外交部长会议：英国新外交部长卡拉汉
提案

•对美协调（暗示英国脱离EC）→否决

• 1974.5.17  德国勃兰特首相关于东德间谍怀疑问题
的表面化→勃兰特辞职→施密特首相



美欧首脑更换与协调化 （２）

• 1974.5.24  EC常任理事会—英国草案“欧洲一体性
消除”讨论

• 1974.5.27  蓬皮杜总统突然去世—季斯卡·德斯坦总
统·希拉克首相

• 1974.6.19 NATO渥太华会议“关于大西洋关系的宣
言”选择—①共同防卫一体不可分割②美军继续进驻
欧洲和欧洲接受分担责任



美欧首脑更换与协调化 （３）
• 1974.8.8 尼克松总统辞职

• 1974.12  沙特阿拉伯政府购入美国财务证券的特
别协定（石油美元回流）

• 1974.12  美法马提尼克岛会谈

•围绕石油问题美法妥协

•季斯卡·德斯坦“西方峰会”构想

• 1975.11.15 朗布伊埃·峰会



石油美元回流问题（１）

• OPEC各国高额的石油价格（1973年-370亿

$→1974～1978年平均1270亿美元）

• 1974.11 基辛格·西门提案（石油美元回流）

• 1977.1 沙特·美国秘密协定

•沙特的国际剩余的50%用于对美的长期投资

•美国在政治上·军事上支持沙特



石油美元回流问题 （２）

•美国将沙特石油收入剩余的大部分置于本国管理
下

•石油美元→（美资多国银行）→（在发达国家经
济不景气的情况下）非产油国投资→1980年代
累计债务问题

•关于金融·货币·财政美欧日的“相互依存”国际协调
框架的确立



(1)FDR政权的战后构想（BW计划）

(2)马歇尔计划

(3)X論文与凯南遏制构想→「第一次转折」　　　　　　ECSC

(4)艾奇逊・尼采与NSC68路線             EPU

(5)JF杜勒斯的新观念戦略                  EDC     斯派克報告（ 欧洲原子能共同体・EEC）

(6)美国的欧州統一戦略第二次转折ー从鲍伊构想到NSAM40

(7)约翰逊政権　　美国国際収支問題　　　在欧美軍軍費（offset）交渉

(8)尼克松政権　第三次转折　1971金元交换停止　1973欧州之年与新大西洋宪章　　　　　　　　　　　　　　　　　　　　　　　　　　　
维尔纳報告（通貨統一）



4-2 下周计划

７月４日 尼克松政権 从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前半期

７月１１日 讲义总结　

课本１１～１３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