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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兼顾了学术严肃性和畅销书趣味性，不愧是大家风范。只是中国是部金融史似乎还没出完，很期
待第三本
2、可以全面了解金融发展，扩充知识用！
3、书中的理论是很浅显的，入门科普很合适。但是难得的把每个政治活动背后的经济推动力解释得
那么清晰。中世纪的历史、东西方差异也很仔细梳理了。语言组织得如同评书，深入浅出可读性很强
。
4、一本全面了解金融发展史的好书，深入浅出，妙趣横生！
5、我们的下一代应该比我们过得更好。
6、看过几年前的版本，这版比之前的精致点儿，书挺厚，内容很充实，做了部分修订，比之前的版
本更严谨，陈雨露的书还不错，作为普及类的书很适合大众阅读，也值得再读一遍
7、选题可以，也有点趣味，但内容实在太单薄，很多内容拼凑的~而且太不严肃，好多东西无凭无据
地戏说，对于知识积累不够的人会起到很大误导作用~是本休闲读物却披着历史读物的外衣，这点不
太好
8、讲日本那段，哎，樱花之祭，好担心中国泡沫也会崩溃啊
9、哈哈，陈雨露改说书的啦？！（很好的睡前故事会.....
10、非常好，世界史加金融史，以金融的角度看待历史走向，明白世界和金融的运转原理，有大方向
上的把握
11、感觉标题有问题，应该是金融是部世界史
12、赞赞
13、准确的说应该是世界史里那些和钱有关的事，简明不能再简明的普及读物，高浓度的概括性金句
不少，很容易读。
14、是：陈雨露，杨栋《抢钱的世界：全球货币通史I》，广东旅游出版社，2013 的再版。一直有点奇
怪为何陈教授会一本一本地在小出版社出通俗金融史。
15、通俗易懂，还挺幽默， 愉快中学习了
16、看了第一遍，很多内容都很模糊记不得，需要梳理一遍
17、继续学习 喜马拉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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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央行副行长陈雨露的这本书语言很接地气，常常看的发笑，但是关键处还是讲的很清楚的。“用
钱买我的土地，侬当阿拉是港督啊！”“如果有人告诉我，试图建立专制的统治者有信仰，那我宁可
相信芙蓉姐姐是真的天生丽质。”。。
2、陈雨露教授的《世界是部金融史》无疑是最近几
3、看过几年前的版本，这版比之前的精致点儿，书挺厚，内容很充实，做了部分修订，比之前的版
本更严谨，陈雨露的书还不错，作为普及类的书很适合大众阅读，作为金融学的启蒙读物还是物有所
值的，也值得再读一遍 
4、世界是部金融史泡沫总有破灭的一天，这没什么，泡沫破了可以继续新的泡沫，可以继续忽悠，
创新就是这么忽悠出来的。那是对健康的经济体来说的，可是，日本经济不健康。1985年9月22日，《
广场协议》签订，很多人认为这是美国故意打压日本经济，致使日本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经济萧
条，即所谓“失去的十年”。这事得分开看：美国故意采取弱势美元的事是有的，打压日本是不可能
的，想借此摧毁日本经济，就算美国有这个实力，日本人也不会这么傻。签订《广场协议》的也不仅
日本一家，还有联邦德国、英国和法国。大家都在力挺美元，唯独日本遭殃。日本遭殃的原因只有一
个：日本本来就该遭殃。《广场协议》签订那一年，美国财政赤字高达2127亿美元。美国希望通过美
元贬值提高日本、联邦德国和英国的货币购买力，同时促进美国出口。五国一致认为，应该通过“国
际协调干预”，稳步推进日元、马克等非美元货币升值。难能可贵的是，各国没有忽悠，会后立即抛
售美元回购本币，日元、马克、英镑汇率应声而涨，《广场协议》宣布后几个小时内美元卖单扑面而
来，愣是持续了两年多。直到五国不得已在1987年再聚首，签订《卢浮宫协议》，才阻止了美元跌势
。英、法、德、日之所以同意美元贬值，不是顾全江湖道义，大家都不傻，美国经济长此以往会深陷
泥潭，老大衰了，小弟们不会有什么好处。与英、法、德相比，日本付出的并不多。只是，此时日本
经济自身已经存在很严重的问题，在美元贬值后这些问题暴露得更为充分，而《广场协议》则是直接
诱因。而且，与通常的想象并不一致。《广场协议》签订后，日本经济先抑后扬，绝非被直接打压到
谷底。1986年，日本为应对国内经济下滑预期，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1年内连续5次下
调央行贴现率。从1986年年底起，日本开始了连续5年的“平成景气”，至1991年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
值已经超过了美国，GDP总值占世界13%。当时，你要是说再过5年日本经济即将衰退，而且至少要衰
退10年，估计日本人敢跟你玩命。简单地说，日本宽松的货币政策促使流动性异常充足，注意，这里
说的是“异常充足”，不是一般充足，日元实在是太多了，而且在汇市是强势货币。遗憾的是，自封
太阳神之子的民族当时并没有美国那样高的创新水平，Sony、三菱重工等老牌企业也没能拿出足以吸
引世界或者国内消费者眼球的产品。日本人把这种充足的流动性用于金融市场，自此日本的房地产、
股市一飞冲天。1985—1989年日本股市总资产从242万亿日元飙升至630万亿日元，增值额几乎相当于
一年的GDP总额；全国地价上升了84.2%，土地资产增值数量是GDP的3.7倍。日本人还充分发扬了国
际主义精神，大量购买美国、韩国、东南亚的房地产，就连美国的标志性建筑洛克菲勒中心都被日本
人买走了。对二战期间被美军占领本土的日本人来说，那叫扬眉吐气。日本国际航班上坐满了去欧美
购物的人，资产升值给日本人带来了巨额财富，普通人去欧美转转，买个LV包，大概不是很难。这哪
里是“失去的十年”？日本人很得意，20世纪90年代将是日本的年代，太阳将永不落山！日本人骄傲
地说：Japan is No.1！真的是这样吗？是吗？不是吗？日本当时金融市场的状况还有个学名—泡沫。日
本政府显然意识到了这种泡沫很可怕，并准备着手控制。1989年12月25日圣诞节，日本央行总裁三重
野康宣布要戳破泡沫，东京股市应声下跌2000点。泡沫总有破灭的一天，这没什么，泡沫破了可以继
续新的泡沫，可以继续忽悠，创新就是这么忽悠出来的。那是对健康的经济体来说的，可是，日本经
济不健康。泡沫对日本经济而言，好比一个垂死的老人突然被注射了兴奋剂，诚然可以回光返照，但
结果往往是马上就去世⋯⋯1990年10月，日本第二大地方信用合作社—千叶信用合作社宣布倒闭，太
平洋银行与其他11家小型银行同时发生挤兑；1990年11月东京股市跌破20000点；⋯⋯⋯⋯接下来的事
情告诉我们，在泡沫破灭过程中，没有最惨，只有更惨！1991年6月，日本第一大报《读卖新闻》头条
爆料，大藏省规定野村、日兴、山一、大和四家最大的日本证券公司以招待费名目填补大客户损失，
几乎涉及所有的日本大企业和公立财务集团；1991年9月，日本日光证券、野村证券被曝涉嫌与黑道山
口组老大石井有染，非法挪用公司资金资助山口组；1991年11月，住友银行几乎所有高管因涉黑被捕
；⋯⋯⋯⋯公众对市场的信心崩溃了。1991年11月20日，日本央行公开宣称进场护盘，日经指数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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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5000点以上。此时，政府再大的动作也不过是令市场昙花一现，何况日本金融界丑闻远未结束
。1991年12月，富士银行勾结山口组黑道人物伊东成立信用合作社，非法吸储2500亿日元后，伊东卷
款潜逃，同时还查实富士银行对伊东放款高达7000亿日元，两者总共给富士银行造成了1兆以上日元的
坏账。兆，这个数量单位在全书中只有在日本银行业问题上涉及，即使日元汇率再低，坏账坏到兆这
个级别，也实在令人叹为观止。12月2日，花旗银行爆料，日本大藏省命令大型银行救援倒闭银行的损
失不低于60兆日元，到底日本银行体系中尚有多少坏账，无人能够估算。当日，日经指数暴跌700点⋯
⋯以下省略n家金融机构破产纪录，n→∞。1992年1月，所有经济指标一致显示日本经济进入萧条，3
月31日，日本经企厅宣布5兆日元振兴经济方案，8月，日经指数跌破15000点，振兴方案失效。8月18
日，日本大藏省宣布，成立金融重建基金，动用邮政储蓄金、劳工退休金和保险金进场护盘，规定所
有银行和金融业可以投资股市，上市公司市场操作只能是单一买方，不准出售股票。日经指数应声而
起，很快恢复到20000点。即使如此强力的利好，日经指数1992—1995年多数时间也仅在15000点~17000
点间徘徊，1995年一堆丑闻再度曝光后再次下探，然后震荡，2003年跌到了7607点，仅有高点位
的19.6%。股市可以护盘，地产业不行。地产交易的频率、变现能力和资本市场不能同日而语，整个
过程中日本地产业甚至连像样的反弹都没有。1994年，东京、大阪等城市地价跌幅都在50%以上，但
仍是有价无市。地产泡沫的破灭，使日本财富神话再也不能继续，同时倒霉的还有实体经济。1993年
，日本企业设备投资额连续3年下滑，企业收益比1990年已经下降了30%，全国零售业营业额连续21个
月下跌；失业率居高不下，2001年12月创历史纪录，达到5.5%，在5%的高位上连续徘徊了14个月。这
就是日本“失去的十年”。对个人而言，金融资产膨胀未必是坏事，起码钱多了，很好；对企业来说
，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无论是营销渠道还是产品开发，目的都只有一个—赢利，既然金融市场能创造
这么高的收益率，开发新产品、拓展营销渠道还有啥用？整个20世纪80年代，日本企业都在流行一种
概念，叫作“财务技术革新”，说难听点就是上市套钱。据说1985—1989年，日本制造业在金融市场
的获利是1.91万亿日元，而本业利润却仅有1.21万亿日元。《广场协议》只是日本泡沫经济和20世纪90
年代后期经济危机的诱因，而非本源。突如其来的财富虚幻了日本人的未来，在虚幻的泡沫中日本人
看到了一种所谓的幸福生活，原来不工作也可以享受，只凭借金融收益就可以购买国外资产，享受高
消费。这也没什么，正常，都正常，有钱了，就该享受一下。享受是没错的，挣钱的渠道和分配方式
是有错的。毋庸置疑，日本也是一个集权主义悠久的国度，在金融泡沫中受益最多的绝非普通居民，
而是金融产业资本。日本公民似乎也享受到了经济飞速发展的成果，享受到了金融泡沫的好处—衣食
住行好了，住宅升值了⋯⋯只要泡沫能继续，这个游戏就可以继续。随着一轮一轮倒手，财富就逐渐
集中。普通人会发现自己手中的银子永远买不起房子。正常，因为你参与了游戏，但角色设计中你是
被抢劫的那个。然而，这是一种无法持续的机制，因为被抢劫的对象财富是有限的。“失去的十年”
，与西方金融泡沫并不完全一致，特殊之处在于，这种泡沫的实质也是一种财富再分配机制。更可怕
的是，这一切是在市场名义下进行的，似乎一切都是公平的。如果你本来就一贫如洗，那么很遗憾，
泡沫中你会更贫困；如果你拥有一些资产，也很遗憾，你在国家财富中占的份额会越来越小，最后小
到可以忽略不计。本文摘自《世界是部金融史》陈雨露、杨栋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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