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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systematically	and	in-depth	examines	the	evolution	path	of	the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in	1944	to	the	present	day.	The	
study	meticulously	analyzes	how,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the	US	dollar	has	gradually	constructed	and	
consolidated	its	financial	hegemony	through	the	oil-dollar	cycle	mechanism,	revealing	the	profound	impact	of	dollar	hegemony	on	
the	global	economic	order.	It	finds	that	new	digital	financial	tools	introduced	by	developing	countries,	represented	by	China,	have	
broken	the	established	pattern	of	the	traditional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by	innovating	value	anchoring	mechanisms.	These	
tools	provide	practical	technical	solutions	and	development	idea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break	free	from	the	constraints	of	dollar	
hegemony	and	build	a	more	equitable	and	reasonable	new	international	monetary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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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消费券类金融数字货币技术对国家金融主权重构的战
略价值研究——基于突破美元霸权视角
聂文江

北斗天穹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中国·上海 201501

摘 要

本文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系统且深入地梳理自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至当代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路径。研究
详细解析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元如何凭借石油-美元循环机制，逐步构建并巩固其金融霸权地位的内在逻辑与运行
机理，揭示了美元霸权对全球经济秩序的深远影响。研究发现，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所推出的新型数字金融工具，
通过创新价值锚定机制，打破了传统国际货币体系的固有格局，为发展中国家突破美元霸权的桎梏、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
国际货币新秩序，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技术解决方案与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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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货币体系的格局深刻影响

着各国经济发展与金融主权。美元长期占据国际货币体系的

主导地位，其金融霸权对全球经济秩序产生深远影响。探

究美元霸权形成机制以及寻求突破路径，对维护国家金融主

权、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数字

货币技术的兴起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机遇，通过研究中

国在数字货币领域的创新实践，能为全球金融格局变革提供

新的思路。

1.2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采用历史分析、案例研究与理论推导相结合的方法。

通过梳理国际货币体系历史演变，分析美元霸权构建过程；

以中国消费券类金融主权货币工具和“数字中国 8515 通证

平台”为案例，深入剖析数字货币技术创新实践；从理论层

面论证数字货币对金融主权重构的战略价值。创新点在于基

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系统分析国际货币体系演变与美元霸

权机制，并结合中国新型数字金融工具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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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际货币体系演变与美元霸权形成

2.1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与运行
1944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确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

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双挂钩机制，美元成为国际核心

货币，构建了战后国际货币体系基本框架。这一体系促进了

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推动了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发展。[1] 

在该体系下，各国货币汇率相对稳定，为全球经济复苏提供

了良好的金融环境，美元在国际支付、结算和储备等方面发

挥着关键作用。

2.2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
1971 年 8 月 15 日，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关闭黄金

窗口，美元与黄金脱钩，这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瓦解。

美元与黄金脱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美国长期的国际收支逆

差导致黄金储备大量外流，难以维持美元与黄金的固定兑换

比例。这一事件对国际货币体系产生了巨大冲击，国际货币

秩序陷入动荡，各国货币汇率波动加剧。

2.3 石油 - 美元循环与美元金融霸权的构建
1973 年 10 月以后，欧佩克宣布全球石油交易必须用美

元结算，美元在与黄金脱钩后又与大宗商品石油挂钩。石油 -

美元循环机制的形成，使得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得

以巩固和强化。美国通过控制石油贸易结算货币，进一步掌

握了全球经济的命脉。石油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其交易以

美元结算，使得世界各国对美元的需求持续存在，美元得以

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流通，美国也借此构建了金融霸权，通过

货币政策和金融手段影响全球经济。

2.4 美元霸权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美元霸权在全球经济中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在国际

贸易方面，美元作为主要结算货币，使得美国在贸易中具有

优势，其他国家面临汇率风险和贸易不平等问题。在国际金

融领域，美元的主导地位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对美国货币政策

高度敏感，美国的货币政策调整往往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波

动，新兴市场国家尤其容易受到冲击。美元霸权还使得美国

能够通过发行国债等方式，吸引全球资本回流，进一步巩固

其金融帝国地位，而其他国家则面临资本外流、金融不稳定

等风险。

3 全球经济战略与中国的应对方案

3.1 全球经济战略新趋势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经济战略呈现出新

的趋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倡导相互依存的

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在

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以发展中经济

体为中心，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自贸协定，推动了区域经济

一体化进程，改变了全球贸易格局。这些新趋势对国际经济

秩序和各国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3.2 中国的全球经济战略布局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一带一路”倡议，

加强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促进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往来

和人文交流。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积极参与并推动 RCEP

的发展，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联系。同时，中国提出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不断完善国内经济体制，

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为参与全球经济竞争提供坚实的制度保

障。[2] 中国还致力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提高人民币在国际

货币体系中的地位，降低对美元的依赖。

3.3 数字中国 8515 经济枢纽信息化平台
数字中国 8515 经济枢纽信息化平台是基于全球《非对

称经济哲学》理论与实践技术支持的结果。该平台融合了中

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人民服务。

它旨在构建国家经济枢纽信息化平台，通过消费券类金融货

币工具等创新手段，推动中国数字经济内循环发展。8515

平台具有强大的理论体系和学科建设意义，与国家战略理念

高度契合，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它能够整合资源，促进产业升

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4 中国消费券类金融主权货币工具的创新实践

4.1 消费券的本质与特点
消费券不是法定货币，但具有类似货币的功能，背后

是系统、规则、秩序、标准和制度的支撑。消费券具有安全

性高的特点，基于区块链技术，其发行公链不可篡改，具有

类货币属性。消费券还具有去中心化的特点，其发行、交易

和兑付过程避开了人民币直接卷入可能带来的风险，能够以

一种可信、可交易、可对标、可价值的身份出现，为经济活

动提供了新的支付和激励手段。

4.2 消费券对美元结构性优势的化解机制
中国消费券通过“消费变投资，投资保收益”的原理，

启动全球统一大市场，实现无货币平台化交易。这一机制能

够逐渐削弱美元在国际交易中的主导地位，以温水煮青蛙的

方式让美元霸权堡垒崩塌。与人民币直接对标美元不同，消

费券以其独特的运行机制，避免了人民币升值可能带来的风

险，同时能够满足人民币以另一种形式参与国际经济活动，

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消费券还能够锁定全球消费端，

以中国的供应链和产能优势，为全球提供商品和服务，赚取

美元外汇，突破美元降息的限制。

4.3 消费券在国内经济中的应用与成效
在国内，消费券被广泛应用于促进消费、拉动内需。

各地政府通过发放消费券，激发居民消费热情，带动相关产

业发展，促进经济复苏。例如，在疫情期间，许多城市发放

消费券，鼓励居民在餐饮、旅游、零售等领域消费，有效缓

解了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消费券的发放不仅促进了短期消费

增长，还对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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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

4.4 消费券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消费券在发展过程中面临一些挑战，如技术安全问题，

需要不断加强区块链技术的安全性和稳定性，防止数据泄露

和篡改。监管方面也存在挑战，需要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和监管机制，确保消费券的发行、交易和使用符合规范。市

场接受度也是一个问题，部分消费者和商家对消费券的认知

和接受程度有待提高。[3] 针对这些挑战，应加强技术研发

投入，提升技术安全水平；完善监管体系，明确监管职责；

加强宣传推广，提高市场主体对消费券的认知和接受度。

5 数字货币技术对国家金融主权重构的战略
价值

5.1 数字货币技术的发展现状与趋势
当前，数字货币技术发展迅速，比特币等加密货币的

出现引发了全球关注。各国也纷纷开展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

与试点，如中国的数字人民币。数字货币技术呈现出多样化

发展趋势，包括区块链技术的不断创新、分布式账本的应用

拓展、智能合约的发展等。数字货币技术的发展将深刻改变

金融交易模式和金融体系结构。

5.2 数字货币对金融主权的影响机制
数字货币对金融主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货币政策

方面，数字货币的出现可能改变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和调控方

式，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在金融监管方面，数字货

币的跨境交易和匿名性等特点，给传统金融监管带来挑战，

需要构建新的监管框架。数字货币还可能影响国家的货币发

行权和货币定价权，对金融主权的行使产生深远影响。但同

时，数字货币也为国家提供了新的金融调控工具和提升金融

主权的机遇。

5.3 中国数字货币技术创新对突破美元霸权的战略

意义
中国在数字货币技术领域的创新，如消费券类金融主

权货币工具和“数字中国 8515 通证平台”，为突破美元霸

权提供了战略支持。通过创新价值锚定机制，中国的数字货

币工具能够减少对美元的依赖，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增

强国家金融主权。中国的数字货币技术创新还有助于推动国

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发展，打破美元的垄断地位，为全球经

济秩序的公平、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5.4 发展中国家利用数字货币突破美元霸权的路径

选择
发展中国家可以借鉴中国的经验，加强数字货币技术

研发和应用。通过建立本国的数字货币体系，推动数字货币

在国内经济中的应用，提高金融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

发展中国家还可以加强区域数字货币合作，建立区域数字货

币联盟，共同应对美元霸权的挑战。在国际层面，积极参与

数字货币国际规则的制定，提升在国际金融领域的话语权，

为突破美元霸权创造有利条件。

6 结论与展望

6.1 研究结论总结
本文通过对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美元霸权形成以及中

国数字货币技术创新实践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美元通

过石油 - 美元循环构建了金融霸权，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多方

面影响；中国的消费券类金融主权货币工具和“数字中国

8515 通证平台”等创新实践，为突破美元霸权提供了新的

思路和途径；数字货币技术通过创新价值锚定机制，对国家

金融主权重构具有重要战略价值，为发展中国家突破美元霸

权提供了技术解决方案。

6.2 未来研究方向展望
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数字货币技术在不同场

景下的应用，如跨境贸易、金融监管等领域。研究数字货币

与传统金融体系的融合与协调发展，以及如何构建适应数字

货币时代的国际金融秩序。还可以加强对不同国家数字货币

发展策略的比较研究，为各国数字货币发展提供参考。随着

数字货币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研究将具有广阔的空间和重

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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