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货币崛起：金融如何影响世界历史》读书笔记 

组员：廖凌志 14300680069 沈天翎 14307110042 

      胡超楠 14300680190 倪佳敏 13307110044 袁一帆 14300180022 

每一次重大历史现象背后都隐藏着金融秘密。抛开许多人对于资本家及银行家的偏见，金融创新在人

类进步的历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本书围绕着近现代的历史，将金融市场的各个部分的发展分

别述说，深入浅出地展示了金融市场的影响力。以下是我们小组做的读书笔记（后附各部分的思维导

图）。 

一、货币与信贷：贪婪之梦 

早在古希腊时期，金属就以其耐用便携可靠等优点作为具有储藏价值和估价兑换功能的货币而流通。一

个典型的例子是西班牙人对于印加帝国的殖民掠夺，采掘庞大数量的金银用以战争开支。然而金银的滥用

导致了金属本身价值的急剧贬值，购买力下降，引发了一场价格革命。可见，货币供给的增加尽管可以让垄

断货币发行量的政府富有，但不会使一个社会更富裕。 

《威尼斯商人》中准确地描绘了早期信贷的特点，即放贷人索取高利率、法律解决金融争端的非暴力性

和债权人相对债务人的劣势地位。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的美第奇家族通过发展商业汇票和多元化经营等方式

发展壮大，奠定了现代银行体系的基础。随着银行业的不断发展，特别是 17 世纪以来三个新型机构提供的

不同金融职能，使银行逐渐形成了三个主要特点，即银行间不需现金交易、部分准备金体系和央行在货币发

行的垄断地位。 

银行所推动的金融创新使货币的本质继续深化，货币反映了银行具体负债的总和，而银行的资产是一种

信用，货币的绝大部分已由存于账户中的看不见的货币组成了。货币和金属的联系也随之寿终正寝，这种突

破导致了前所未有的货币扩张和信贷繁荣，其结果促进了货币流动到更需要的地方去。因此，贫穷的根源并

不是金融机构的存在，反而是金融机构的缺乏。另一方面，银行的兴起也促进了债券市场的诞生。 

二、债券市场：人性的奴役 

债券起源于战争，债券出现的原因为战时政府缺乏所需的钱款，政府就开始向自己本国的公民“借贷”，

也就是发行所谓的债券。债券向债主每年发放一定的利率，而债主也可以通过自己的需求在市场上和他人

买卖债券的所有权。英国的统一债券是早期债券中比较成功的代表。借由债券的发放英国获得了足够和法

国进行战争的战争经费，并在滑铁卢战争中战胜了拿破仑。而再次同时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借助于这次战争

中非常明锐的判断和灵通的情报，在英军战胜法军但消息还未流出时大量买入债券，从而从日后的债券上

涨中收获了一笔巨大的财富。 

但是债券并不总是看上去那么美好，而债权人也不总是可以从债券中收获巨大的利益。战争债券是否能

长期发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民对于政府能否支付利息和能否具有回购能力的信心。政权的更替甚至是对

外战争的失败很可能让债券变为一张废纸。如南北战争中一样，一个小小的战争因素可能对于国家能否赢

得公民们的信任有着重大的影响。而债券发行失败后政府很可能不得不采取极端的增加货币发行量的方式

来减轻债券对于国家带来的压力，从而可能带来极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给国家的经济带来毁灭性的影响。大

量发行货币可能暂时会缓解政府的债务危机，但是对于长远的财政来说无疑是一剂毒药。 

三、股票市场：泡沫的产生 

“人们准备以什么价格来购买公司的股票，意味着：人们认为公司在未来会赚多少钱。事实上，

可以说股票市场每小时都对上市公司进行公民投票，评估公司的管理水平、产品的吸引力以及公司主

要市场前景。” 



自股票第一次被买卖到

如今的400年间，金融泡沫反

复出现，一次又一次，股价

飙升到不合理的高度而后又

急速下滑，这个过程总是伴

随着欺诈，无耻的内幕交易

者为谋取利润而不惜牺牲天

真的新手的利益。第一次真

正的资产泡沫是密西西比公

司泡沫，约翰劳利用法国专

制主义政府成立了法国兴业

银行（之后的法国中央银

行），通过推行通货再膨

胀，发行银行票据扩大资金

供给量，允许以股票为抵押贷款购买更多的股票，刺激公司股价上涨，资产泡沫扩大，最终泡沫破

灭，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了法国大革命。 

股市泡沫的反复出现说明人类很难从历史中汲取教训。观察1973年至1987年15年间的道琼斯工

业指数变化，1979年指数最低跌至875，然而在短短不到10年间，1987年股票指数再次涨至2700

点，直到1999年指数高达10395，4个月不到，互联网泡沫破裂。 

 

     

 

 

 

 

 

 

 

 

     

    金融市场的道路永远不会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平坦。只要人们对未来的期望总是在变——从过分乐

观到过分悲观，从贪婪到恐惧——而股票价格就往往会沿着一条捉摸不定的路线行进。在信息不对称、

跨境资本流动和央行的无所作为或胡作非为刺激下，当投资者不得不从狂欢的峰顶上下来时，不太完

美的保险衍生品或许可以提供一些保护。 

四、保险：风险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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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人们无法完全保护自己的财产，现代金融引入了保险的概念。专业的保险市场因 1666 年的伦敦大

火而在当地初现雏形。当时的财务安排是“量入为出”——即每年募集足够的保险费用以支付，并赚取差

价。后由数学家从“概率，平均寿命，确定性，正态分布，效用和推断”六个方面对投保风险进行理论估算，

使得保险费改为用以创立基金，通过收益型投资赚取收入。但终究有人处在保险覆盖之外，为了保证这些人

在面对困境时的生活质量，“福利国家”诞生了，并在战争中走向成熟。 

保险并非没有弊端。在卡特里娜飓风事件中，当时政策规定私

人保险公司赔付因飓风所致的损失，联邦政府赔付洪水方面的损

失。保险公司想尽一切办法推诿支付保费的责任。而当时的一位“民

事诉讼之王”——斯克鲁格斯，详尽分析了气象条件，得出损失几

乎均由洪水发生前的飓风所致，才迫使保险公司作出退让。反观当

今社会，亦有网传：买保险时你是爷，理赔时他是爷，足见大家对

保险公司之不满。不仅私人保险公司推诿责任，对于日益沉重的福

利工作，政府也是疲于应付。从右图不难看出，由于社会老龄化，

政府对自身的信心越来越不足。 

由以上现象可见，保险对私人财产的保障并不足够，不少人进

而将目光投向了更保值的房地产。 

五、房地产：安居梦的破灭 

“安全如家”在金融领域表明了抵押财产出借资金是安全而有保障的，这也表明了房地产稳定保值的特

征。在 19 世纪的英国，由于粮食产量大涨和贸易壁垒的消失，贵族收入锐减，失去了作为贷款抵押品的土

地，其政治力量也随着经济地位的动摇逐步消亡。而在大萧条之后的美国，以提供公共住房、挽救抵押信贷

市场和成立房利美（美国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等措施为基础的房产私有民主制的形成使得产权飞涨，从

而拉动了经济的增长。以房产为抵押物的贷款，尤其是住房贷款，从结果来看很大程度地推动了英美走向更

加民主化、现代化的社会。 

至二战后的七十年代，房地产市场由于为了抑制通胀而提高的利率水平陷入萧条，随后产生的储贷危机

则进一步促进了金融创新，抵押贷款走向证券化。在这一阶段低利率、低失业率和房产价格持续上升的条件

下，次级贷款不断放出，社会少数族群的住房数不断上升，财产所有民主制发展至高峰。美国次贷市场的不

断发展让风险扩散到全球，由于利率的再次上升，从孟菲斯和底特律的家庭无力偿债开始，泡沫破灭，房价

下跌，最终引发了影响世界经济的次贷危机，人们开始认识到财产所有民主制带来过高风险的弊端。由此可

见，房产只能增加债务人的信誉度，真正的抵押物实际是债务人未来预期能得到的稳定的现金流。 

    六、全球金融：从帝国到“中美国” 

    在了解了金融市场的各个基本部分后，作者将目光投向了全球金融权力的转移。在 20 世纪以前，欧洲

大陆在各地的新兴市场强行推广欧洲规则，投资者也由此获得无数海外投资的机会。此后，世界大战造成的

恐慌使得资本管制和贸易保护主义兴起，金融全球化的脚步放缓。以索罗斯为代表的新类型的经济杀手通

过对冲基金等方式极大地影响了战后的金融市场。中国数百年前错失了美洲的机遇后，在二十世纪末重新

开始崛起，逐步与美国构成了“中美国”的共生体，体现了全球金融权力新一轮的转移，与次贷危机等事件

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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