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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2006年开始的牛市中，伴随着股指的不断升高，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叫“三高经济”，是指中国
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股价、高房价、高通胀”的特征，然而2007年10月份之后，在股市“牛转
熊”、房市“拐点论”的惊呼声中，人们忽然发现到了2008年，“三高经济”的特征似乎只有“高通
胀”硕果仅存⋯⋯中国经济到底发生了什么？
即将又会发生什么？
　　曾经热衷于阅读《杰克·韦尔奇自传》的经济界人士和商界人士，如今大都阅读《世界是平的》
和《货币战争》。
《世界是平的》一书令人感叹世界真的变了，我们从西班牙人的航海探险开始认识到的圆圆的地球现
在完全是任由资本和贸易竞赛的一张平面跑道，在这个跑道上，我们跑在前面还是后面，我们的位置
在哪里？
也许世界依然并非是平的，然而新的竞赛格局却是真的出现了！
《货币战争》以匪夷所思的方式，揭开了金融世界不可告人的秘密，操纵政治、控制货币发行、战争
阴谋、经济暴力、财富暴利⋯⋯世界经济是否真的被玩弄于一小撮人的手中？
到底有没有货币战争？
半信半疑地合上书本，真真正正的一身冷汗。
　　肇始于美国地产业的次贷危机，爆发的形式如同海啸，起初只是深海中央的一点波浪，然而到了
世界经济的岸边，则是排山倒海般的毁灭性力量。
华尔街投资银行大亨贝尔斯登倒下的时候，媒体发问“下一个倒下的是谁”，世界还来不及思考这个
问题的答案，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几乎是与此同时，拥有94年辉煌历史
的美国第三大投资银行美林银行被美国银行低价收购：紧接着，美国第一和第二大投资银行高盛和摩
根斯坦利宣布放弃现有法人地位，转型为普通商业银行⋯⋯华尔街金融风暴！
金融9·11！
世界各大报纸的新闻头条都打出了最悲观的标题，中国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适时推出了“直击华尔街
金融风暴”的时事评论性节目，收视率飙升。
　　以上的情景就发生在《每天读点金融史》系列丛书出版前的短短几个月内，随着次贷危机对世界
各国影响的不断加深，美国开始救市、欧盟开始救市、日本开始救市、中国开始救市⋯⋯救市还是救
经济？
当股市、房市错综复杂之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哪个才是启动下一轮繁荣的神奇钥匙？
也许只是先后的问题，也许只是另一个永无答案的问题。
　　迷茫、悲观、急躁、盲动⋯⋯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经济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经济危机下的情绪如同经济危机本身一样迅速蔓延到中国的人群之中。
　　然而，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现实只不过是历史的重演。
与其在现实中迷茫不堪，不如到现实背后去洞察其前世今生的故事。
有因才有果，执着于果，不如反思于因。
　　经济学大师约瑟夫·熊彼特说：“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
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的经济现象。
”他还指出，“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方
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
　　回顾经济史，我们会发现有如此多的经典事件供我们学习，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这
些事件不管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值得我们深入地总结，从而为我们更好地认识现在的经济
现象和以更加科学合理的手段解决经济问题提供可以借鉴的经验。
　　著名经济学家麦金农说：“金融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推动机。
”当《每天读点金融史》系列丛书以金融史为主线，把一百多年来的经济发展和金融格局演变的巨幅
画卷为你徐徐拉开的时候，相信已经为你找到了理解世界经济的格局演变与未来走向的最佳角度。
　　如果你想读懂外资参股中国银行业的战略布局，如果你想了解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果汁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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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图⋯⋯那么你可以阅读《每天读点金融史I：公司兼并背后的资本力量》。
本书追溯至19世纪后半期开始的兼并重组，讲述了资本主义经济进入到寡头垄断时期的关键历史事件
，并向你展现随后发生的四次兼并浪潮是怎样彻底改变了世界经济的发展脉络，也颠覆了企业成长的
路径模式。
你会发现，探讨“公司兼并背后的资本力量”是深化对兼并重组认识的重要方法。
　　世界格局是否真的为一小撮财富精英所操弄？
到底有没有货币战争？
中国的国民经济安全吗？
⋯⋯建议你带着这些问题打开《每天读点金融史Ⅱ：影响世界的金融巨头》。
金融巨头们不但在经济领域拥有绝对的统治地位，他们在政府中也通常会安插一大批代理人，以左右
各国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
这就是美国政界有不少人士把位于纽约市的洛克菲勒总部和摩根总部称作真正的国务院或影子政府的
原因。
本书选取了九个对世界最具有影响力的金融巨头，包括洛克菲勒财团、摩根财团、三菱财阀、罗斯查
尔德家族、汇丰集团、花旗集团、高盛投资银行以及在世界金融领域产生了相当影响的索罗斯和巴菲
特。
本书详细介绍了这九大金融巨头的成长历史，对他们在创业中所显现的创新精神、在经营管理中所表
现出的智慧和韬略，以及在处理各种复杂的政经关系、人际关系中所运用的各种方法和手腕进行了介
绍。
　　从次贷危机到华尔街金融风暴、从全球经济放缓到全球股灾、从人民币升值到中国制造业面临的
“出口的冬天”⋯⋯每一次的经济危机和经济转型都会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可是其周期性和规律性却
是相似的。
跌势何时止步，复苏何时开始？
没有人能预测出精确的时间表，但是下一轮繁荣之曙光必将在最糟糕的黑夜里发出依稀的光亮，却是
历史颠扑不破的真理。
如果你打、开《每天读点金融史Ⅲ：影响世界经济的金融事件》，你会发现1929年“黑色星期二”前
的狂热与2007年中国牛市中的“黄金十年论”是何等的相似！
你还可以从金本位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两个事件中看到，通过金融这一手段美国确立了自己的世界经济
霸权地位。
相反，欧元区的形成则显示出金融手段也可以用来对抗这些霸权，或者形成新的霸权。
通过书中分析的一次次的世界经济危机，我们可以看到，本来是为人们服务的金融手段在这些事件中
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无情地吞噬一个国家的人民辛勤劳动积累的财富⋯⋯另外，本书也对正在
蔓延中的美国次贷危机进行了相关分析，引导读者来看一下为华尔街引以为豪的金融创新是如何酿成
这次“全球金融风暴”的。
　　CCTV的系列纪录片《大国崛起》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该片完整且系统地总结了15世纪
以来主要世界大国的崛起之路。
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国力已经逐渐增强的中国下一步如何走，已经成为世界瞩目的话题。
如果我们以平和、理性的眼光来看待一个国家的崛起和衰落，我们就会发现下面这些无法避免的问题
：一个国家的崛起到底是哪些因素的合力，而金融作为当今经济的核心，又对国家的兴衰有什么样的
影响，世界的未来又与世界金融格局的变化有什么样的关系。
《每天读点金融史Ⅳ：金融霸权与大国崛起》会带给你观察大国崛起的金融视角。
本书以金融这条主线再次回顾15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发展，可以看出一个很明显的现象，那就是一个
国家金融实力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该国在世界政治版图上的地位，阿姆斯特丹一伦敦一纽约的
替换，也伴随着荷兰一英国一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的更迭：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德国的东山再起
，也如影随形般地显现出东京、法兰克福的身影，历史长河为我们呈现出的这幅壮丽画卷，无疑点出
了金融对国家崛起的重要意义。
这无疑会给崛起中的中国带来非同寻常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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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浩浩荡荡的金融史远非上面四本书所能概括，这意味着我们的工作也才刚刚开始。
　　“金融只是一种手段，关键看使用者的目的。
”这句关于金融的著名论断写在这里与读者诸君分享。
每个人阅读这套书的目的不尽相同，得出的结论也会大相径庭。
我们衷心希望本套丛书能为读者提供认识现实经济世界的一个视角，在投资、经营、决策、工作和生
活中能够正确、理性地认识发生的每一个变化，可以“知兴替”、“明得失”。
　　历史是指引现实的指南针，历史是抚慰内心的清凉剂。
相信每天读点金融史，答案就在你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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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每天读点金融史》系列丛书以金融史为主线，把一百多年来的经济发展和金融格局演变的巨幅画卷
为你徐徐拉开，是你理解世界经济的格局演变与未来走向的理想读物。
    “金融只是一种手段，关键看使用者的目的。
”这句关于金融的著名论断写在这里与读者诸君分享。
每个人阅读这套书的目的不尽相同，得出的结论也会大相径庭。
我们衷心希望本套丛书能为读者提供认识现实经济世界的一个视角，在投资、经营、决策、工作和生
活中能够正确、理性地认识发生的每一个变化，可以“知兴替”、“明得失”。
    历史是指引现实的指南针，历史是抚慰内心的清凉剂。
相信每天读点金融史，答案就在你心中！
    本书以金融这条主线再次回顾15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发展，可以看出一个很明显的现象，那就是一
个国家金融实力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该国在世界政治版图上的地位，阿姆斯特丹—伦敦—纽约
的替换，也伴随着荷兰—英国—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的更迭；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德国的东山再
起，也如影随形般地显现出东京、法兰克福的身影，历史长河为我们呈现出的这幅壮丽画卷，无疑点
出了金融对国家崛起的重要意义。
    这无疑会给崛起中的中国带来非同寻常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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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健，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就读于兰州大学、青岛海洋大学、浙江大学，获硕士、博士学位并从事经济学博士后研究，1996年6
月荷兰提尔堡大学经济学高级研修班结业。
1990年以来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级课题4项；获省部级一二三等奖5项；出版中英文专著12部
，其中研究海尔的专著7部(部分著作已往国外翻译出版)，在《新华文摘》、《管理世界》、《中国工
业经济》、《财贸经济》、《世界经济》、《国际金融研究》、《香港财经月刊》等凼家级期刊、海
外期刊、国际会议上发表有影响的论文170余篇。
     
    研究方向：企业管理、资本运营、金融市场。
     
　　主要兼职：教育部经济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工业经济促
进会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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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泡沫的影响　　竞争优势的丢失　　金融资本的后患第四章　伦敦金融城与日不落帝国——英国　
第一节　不列颠的兴起　　踩在巨人的肩膀上　　光荣革命　　工业革命的摇篮　第二节　英镑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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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曲——南海泡沫　　金融中心花落伦敦　第四节　经济帝国的身影　　世界生产中心　　世界金融
和贸易中心　　世界博览会召开　第五节　日不落帝国的出现　　　　海上霸权争夺　　殖民帝国显
现　第六节　帝国辉煌不再　　经济放缓　　两次世界大战的打击　　殖民帝国的解体第五章　华尔
街的崛起和星条旗的飘扬——美国　第一节　世界大战带来的机遇　　一战前后的美国　　二战前后
的美国　第二节　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元霸权　　美元崛起　　终成“世界货币”　　美元霸权影
响深远　第三节　美国出了个纽约，纽约有个华尔街　　《梧桐树协议》　　纽约的优势　　发展历
程　第四节　在华尔街的指引下　　经济优势依旧　　政治霸权独占　第五节　美元霸权的反复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　　牙买加体系下的美元霸权　第六节　当星条旗不再飘扬　　经济霸权的衰落
　　政治霸权受到挑战第六章　废墟上的奇迹——日本　第一节　废墟之上起高楼　　复苏的背景　
　增长的动因　　发展的过程　第二节　日元国际化　　走出国门的日元　　日元走向世界　　日元
的未来　第三节　金融中心第三极——东京　　金融新秀初长成　　东京现在时　　改革阵痛　　附
录：经验借鉴　第四节　对外投资显身手　　投资动因：逐利而为　　投资历程：因时而变　　投资
地点：遍地开花　　投资影响：源远流长　第五节　泡沫泥潭中的经济　　《广场协议》　　泡沫浮
现　　泡沫破灭　　滑入泥潭第七章　世纪展望——金融与霸权　第一节　群雄逐鹿金融市场　　欧
元“挑战”美元　　“亚元”的展望　　小结：美元之后的“世界货币”　第二节　新世纪的世界金
融版图　　l　　亚太金融中心群的崛起　　欧洲金融中心的竞合大戏　　谁执世界金融之牛耳　　结
束语：金融与霸权附录　　金融与未来——展望中国的前景　　引子：中国金融能行吗　第一节　人
民币该如何走向世界　　人民币的域外流通现状　　人民币离岸中心　　中国外汇制度变革　　人民
币国际化的路径选择　第二节　金融中心——香港VS上海　　黄浦江上的金融中心　　金融明珠落香
江　　双雄竞争会有时　　结束语：中华民族会怎样出现于世界民族之林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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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大国兴衰与金融变局　　人类绝大部分的发展过程与历史演进当中，帝国一直是典型的
政治在形态。
帝国无意在某个国际体系中运作，它期望把本身建立为一个国际体系。
　　——美国外交家亨利·基辛格：《大外交》　　历史学家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是从
公元1500年前后开始的。
因为在此之前，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人们无法有效地接触与交流，他们也不知道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地球是圆的”？
恐怕相信和知道的人还是屈指可数的，因此，公元1500年前的历史，严格的说只能是局域性的历史，
各个国家也不具备影响世界的能力。
　　公元1500年后，地理大发现将整个世界真正地联系在了一起，之后的国家竞争和大国争霸则拉开
了不同文明的人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注视，也相互对抗和争斗的历史大幕：　　伊比利亚半岛的两
个“小”国——葡萄牙和西班牙，拉开了真正世界意义上的大国之旅的序幕，凭借着地理大发现带来
的海权优势，征服美洲，称霸欧洲，成就了伊比利亚帝国的辉煌。
　　“海上马车夫”——荷兰，一个1／4的国土在海平面以下且经常遭受海潮侵扰的小国。
在17世纪成为世界的中心并且以自己的名字标识整个世界，缔造了一个称霸全球的商业帝国，成为公
认的第一个“世界大国”。
　　“日不落帝国”——英国，一个游离于欧洲大陆的岛国，一个被称为“小店主国”的国家。
却征服了世界上五大洲的几十个国家，在18、19世纪称雄世界近两百年的时间，纵横五大洲，横扫三
大洋，一代帝国“日不落”。
　　“山姆大叔”——美国，曾经的英国殖民地，一个国民来自于全世界移民的国家，一个仅有200多
年历史的新国家，却执世界牛耳近一个世纪，满世界飘扬的星条旗，成为一代帝国最好的写照。
　　“废墟上的奇迹”——日本，一个二战的战败国，从一片废墟上发展起来，成为当今世界无人敢
小觑的经济大国，短短几十年再度崛起，真可谓是“前度刘郎今又来”。
　　纵览世界风云。
大国更替的背后好像隐藏着什么不可为人所知的“魔方”：怎么就这几个国家成为一代帝国而别的国
家却只能作为历史的旁观者甚至成为前者的附庸？
为什么这些大国的辉煌只能维持一段时间而不能做到长久的称霸？
决定大国兴衰的因素有哪些，是不是有些共同的原因成为大国崛起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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