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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它扶持德国复兴、奠定美国霸权    它插手中日维新、助力印度独立    它操纵网络袭击、酝酿“绿色革
命”    它攻城夺国于无形    这是怎样的幕后体系？
    是中国崛起的敌人还是朋友？
    ⋯⋯    本书通过对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的层层追溯，勾勒出世界争霸大戏暗涛汹涌的真实面目。
本书以宏大的格局、独特的视角、严密的逻辑，清晰地揭示出主导当今世界的幕后体系，对单极制衡
、中美日关系、欧亚博弈、货币体系、互联网战争、“碳排放”争议等一系列热点博弈问题给出了精
辟的分析。
    本书分析了世界争霸博弈的历史和幕后力量。
中国不争霸，但是要面对争霸的世界，需要利用世界的博弈规则创造中国崛起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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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捷，网络笔名“谁是谁非任评说”，《绿叶》杂志专栏作家。
张捷出自晚清时称“京东首富”的唐山张家，祖父为著名地质学家张文佑先生，外祖父为两弹一星功
勋科学家赵九章先生，其家族在中国近代史上群星闪烁：晚清名士赵炳麟、署理湖广总督赵炳言、道
光十八年状元钮保福、湖州名士钮承聪、民国要员戴季陶⋯⋯与同时代的许多风云人物皆过从甚密，
与清代大儒俞樾父子更是世交和互为师承关系，被称为传奇学术世家。

    张捷幼年由于家庭受“文化大革命”冲击遍尝事态炎凉在陕西终南山下生活多年，获得全国
奥数优胜，并以优异成绩考入当年录取分数最高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后成功地从事过核物理
研究、半导体集成电路、互联网、金融投资、医疗服务、文化传播、律师、房地产、专栏作家等
多个行业并深入接触到了各行业的核心。
张捷曾投资资助了王云五、齐如山、沈从文、梁思成夫
妇、罗荣渠等人的书籍出版，是《万象》杂志的运营投资者，个人经历也堪称传奇。

    张捷以其家学传承和传奇经历为基础独立思考，近年来匿名或以笔名发表的许多文章在中国
文化界、思想界广泛流传转载，引起极大反响，受到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
科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的广泛关注，曾接受《嘹望》周刊、《国家财经
周刊》等媒体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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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谁在幕后决定历史      第一章　一战后德国和希特勒的崛起   第二章　中日维新成败与幕后推手
     第二篇  瓦解一个国家的要诀    第三章　国家强盛的基石      第四章  中华文明的基石        第五章  西方
文明的基石        第六章  单极世界如何崩溃？
    第三篇　全球幕后新体系      第七章  金钱与权力的游戏    第八章  宗教对国家的约束  第九章  超主权
力量与国家的博弈 第四篇　霸权的博弈历史      第十章　从大陆霸权到海洋霸权      第十一章　海洋霸
权衰落后的后现代战争        第十二章　金融战争取代传统战争        第十三章　金融霸权的形成        第十
四章　金融霸权的根本在于信息不对称   第十五章  世界博弈的案例分析第五篇　霸权制高点——信息
霸权        第十六章　信息霸权的产生        第十七章　信息霸权的核心之一：控制评价体系       第十八章
　信息霸权的核心之二：控制信息传输       第十九章　信息霸权的核心之三：控制信息的司法裁决权    
    第二十章　信息霸权左右的世界    第六篇  绿色霸权的崛起  第二十一章  “绿色”崛起的资源背景  第
二十二章  绿色势力的发展  第二十三章  “碳排放”遇制中国的博弈结束语：博弈、争霸与中国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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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一战后德国和希特勒的崛起一 德国一战赔偿博弈的胜利第一次世界大战揭开了人类战争史上
新的一页，当然也是最可怕的一页。
据统计，这场战争中860万军人阵亡，1000多万人因重伤或疾病至死，另有2122万人受伤。
就损失而言，这场战争大约耗费了3380亿美元。
战争的残酷性以及战争损失的空前程度给战争赔偿问题的解决提出了新的挑战。
  一战结束后，德国要想重新崛起，首要条件就是解决好战争赔款问题，争取在战争赔款中取得主动
。
一战后协约国集团对德国的战争赔偿问题要求大致有两个方面的目标：第一，通过向德国索取战争赔
偿惩罚德国；第二，通过索偿，削弱德国的经济能力，加强协约国各国自身的经济力量。
协约国各成员国在战争中欠美国的债务以及相互之间产生的债务共约200亿美元，这笔债务的偿还也寄
托在德国的赔偿上，协约国各成员国甚至连恢复经济的各项计划也想依赖德国的赔偿。
如此巨大的索赔期望值，必然会加重战胜方对失败方处罚的力度，进而导致战后战争赔偿问题的复杂
化。
如果协约国的期望都能够实现，德国就将成为他们的奴隶，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
德国要想在战败赔款上取得主动，关键要靠外交，只有利用各个战胜国的利益取向不一致渔利，才能
成功。
当时协约国集团内部各自打着小算盘，很难形成一致意见：法国曾经饱尝对德战争赔偿的苦头，此次
战胜，自然想借赔款削弱德国，以雪普法战争之耻；英国从当时的现实利益出发，害怕法国过于强大
进而称霸欧洲，构成对自己新的威胁，于是采取扶德抑法的政策；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跃成为
各国的债主，其对德政策更多地着眼于扶持德国，欲将德国变成其在欧洲的重要基地。
于是，英国同美国一起主张适当放宽对德国的索赔要求。
协约国内部利益诉求不同，是导致一战后德国赔偿问题不断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
在这种背景下，讹诈德国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各国被迫在损失赔偿的法理上寻找让德国赔偿的依据
。
协约国和同盟国于1918年11月11日宣布停火后，经过6个月的巴黎和谈，于1919年6月28日在法国的凡尔
赛宫签署了《凡尔赛和约》。
《凡尔赛和约》中战争赔偿的规定与以往合约中的赔偿规定相比，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对德国赔
偿责任的追究是以德国及其盟国的开战责任为依据的，这与以往只追究战败的责任形成了区别，也就
是说，它排除了根据唯一的强权法则把战争赔款强加于战败国的传统原则，代之以普通法律里的侵权
责任原则。
第二，用“补偿所造成损失”的简单原则取代了传统的战争赔偿原则。
第三，它既把赔偿范围明确限定在由侵略直接造成的物质损失之内，同时也鉴于战争费用数额巨大，
基本上排除了战争费用的偿还。
第四，关于赔偿的范围比以往有了更为具体的规定。
这样的结果，战败国德国成功地上演了一出“弱国有外交”的好戏，赔偿大大减少了。
同时，我们还要特别注意到，德国在一战结束后，实际上其地缘政治环境是极大地改善了：东部的强
邻奥匈帝国解体为独立的小国，奥地利在二战前并人德国，而土耳其也发生了解体，德国东南方向的
威胁彻底削弱；德国东北方向的俄国发生了国家变革，在变革的动荡中国力大打折扣，独立出来的波
兰还成为了德国与新成立的苏联之间一个很好的缓冲区；在德国的西边，法国在战争中也损失巨大，
在德国不被认为是一个威胁时，英法两国的矛盾就加剧了，德国反而可以在英法矛盾中渔利。
最后还要注意到，美国在一战后成为新崛起的一种力量，在欧洲分裂和矛盾不断的时候，美国的态度
成为最后的决定因素，而且美国还有一张王牌——美国是这些战胜国的债主！
二 金融资本的介入在德国的金融奇才沙赫特与美国斡旋后，1924年4月9日美国人道威斯拟定一项解决
赔款问题的计划，史称道威斯计划。
该计划经同年7月16日～8月16日之伦敦会议（英、法、意、日、比、希、葡、罗、南、美参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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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过，同年9月1日生效。
该计划企图用恢复德国经济的办法来保证德国偿付赔款。
道威斯计划的主要内容是：由协约国监督改组德意志银行，实行货币改革，并由协约国贷款8亿金马
克（折合1.9亿美元）给德国以稳定其币制；在赔款总数尚未最后确定的情况下，规定德国年度赔款限
额，即由第一年（1924～1925）赔付10亿金马克开始，逐年增加，到第五年（1928～1929）增至25亿金
马克；德国支付赔款的财源来自关税、烟酒糖专卖税、铁路收入及工商企业税；发行110亿金马克铁路
公债、50亿金马克工业公债；德国的金融外汇、铁路运营以及税捐征收事务受国际监管。
德国以法、比两国从鲁尔撤军作为接受赔款计划的条件。
1924年8月16日，计划被各方接受。
道威斯计划的执行，对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德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924～1931年德国支付赔款110亿金马克，获得外国各种贷款约210亿金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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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霸权博弈》：独立视角透视全球幕后体系，500万点击数万搜索名门传奇作者，首度揭秘网络信息霸
权、绿色霸权真相，一部参悟谋略观与挑战逻辑力的洞见之作！
 无形之手，是敌是友，《霸权博弈》揭开谜团⋯⋯《霸权博弈》分析了世界争霸博弈的历史和幕后力
量。
中国不争霸，但是要面对争霸的世界，需要利用世界的博弈规则创造中国崛起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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