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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非常实务性的思考
2、满分推荐
3、四五六章和后记写得最好：P392 最重要的工具是：当金融系统需要流动性时，有能力扩大最后贷
款人权力的能力；拥有允许倒闭的金融公司依次逐渐减少的决定权；拥有存款保证金以避免电影《美
好人生》里发生的银行挤兑，更广泛的应急权力用来担保其他金融负债。⋯仅仅在保尔森和伯南克说
服不情愿并恼怒的国会赋予我们为有问题的公司注入资金的权力，且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担保银行债务
之后，我们才有能力打破恐慌的势头。
4、美国财政部长，世界金融顶尖高手
5、写得流畅，读得停不下来。
6、原来电子书34元啊。。。买亏了买亏了。。。不该买实体书。。。
7、巴菲特今年推荐的新书之一。作为美国前财长，将金融海啸的种种应对措施写的如此详尽，实属
不易。从中可见为了维护美元霸权和自身经济稳定美联储和白宫作出的种种努力，应对之快，堪称效
率。此外，书中还提及关于推出刺激的言论，一开始救助便想得到退出，应该来说思维的完美无懈可
击。值得一看的好书。
8、此书给读者的最大认知是，美国金融体系的复杂程度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这是一个高度分散、
高度竞争的市场，不仅创新无处不在，金融企业的专业化程度很高。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是到处都在
出问题，出各种问题，而不仅仅是“大到不能倒”。
9、去年还是前年拜读，作为美国最年轻的财政部长，盖特纳还是很清醒的，经济危机本质是常态，
永远健康的经济只存在于某些人的嘴上，中国和美国的金融差距不是可以追逐的目标，题外话此君等
留学本朝，对咱的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也略有研究
10、干货
11、信心很重要，但也很容易失去。
流动性和道德风险。

12、没有受过正规的金融学教育，书上很多金融的专有名词有点难以理解，在别人眼里的干货，我是
好不容易啃完，还会再看第二遍。
13、英文书还是读原版。与保尔森、伯南克的书互为印证
14、好书！必读！
15、盖特纳的自白充满了自我辩解，归根结底在于，道德风险和系统性风险中如何抉择？是矫枉过正
＋ 亡羊补牢还是用压力和惩罚来逼迫风险偏好者承担责任？在信心的危机下，华尔街的贪婪和漏洞已
经演变为全民、全局的失控风险。
这种情况下，盖特纳深刻展示了两党斗争中、和所谓站在道德制高点的媒体、民意是如何让修正复杂
化，同时也是让问题充分暴露的过程。有极强的借鉴意义。
16、缺乏实战的 得看
17、对金融危机过程记录的很翔实，不过也有屁股决定脑袋之嫌
18、不少自我辩解...但挺有启发的，特别是处理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在矛盾下的决策。慢慢开始喜欢
看这种传记类的书籍，一方面让你理解自己的渺小从而学会谦卑，另一方面给你展示人生的各种可能
性，让你仍对未来充满希望。
19、太多政治偏向
20、盖特纳这本书主要说得是做出各种决策的过程以及各方势力的角力妥协 对危机本身的描述并不多 
有些章节过于啰嗦并且翻译的一般读起来颇为费劲
21、流水账，可以压缩1/3。
22、任何经济危机都是信任危机，解决信任危机的办法是从心开始。问题的症结被找到，解决问题也
就相对容易一点了。这本书是盖特纳讲金融危机之后的事情，事无巨细，非常清晰。各方努力和最终
的结局如你所见，各种细节书中展露无遗。好书，是让你身临其境，开始寻找，开始思考
23、这应该是今年看得最紧张的一本书了：音乐停止，海啸来袭，一片狼藉。这本书是前财长盖特纳
叙述金融危机之后的事情，事无巨细，条理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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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长远有益不被多数人认可与明知错误但讨好大多数人两者之间，盖特纳选择前者。
25、太嫩,  啰嗦
26、流水账为主，救市期间的内容还比较翔实，但金融改革和欧债危机的部分就感觉有些冗长了。美
国人对道德风险的关注比中国要谨慎得多，虽然盖特纳十分反对道德风险原教旨主义。总体上说辩解
有余，反思相对不足。
27、最后一章有不少干货。对美国的党派政治及官僚体系不予评论。大概的救市步骤：
1. 提供流动性，保证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不因挤兑破产
2. 提供各种借贷便利，向市场和影子银行(三方回购市场、货币市场等)释放流动性；
3. 外汇互换，跨国抵挡危机；
4. 政府提供担保(如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稳定市场情绪；
5. 对主要金融机构进行压力测试，勒令其筹集必须的资本(或由美联储提供)，以消除不确定性；
6. 美联储LASP，降低长期利率；
7. 开始恢复实体经济，以房地产为例，通过稳定两房，提供流动性压低信贷市场利率和资助房主等手
段，来避免房价下跌；其他方面亦通过大规模财政刺激进行；
在危机时刻，道德风险(阻止救助大型金融机)、民粹主义和压缩支出的压力(反凯恩斯主义)，实为大
忌；
28、丰富详实  比保尔森的《峭壁边缘》有诚意
29、难得一见的好书
30、讲述了美国政府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为了应对危机所作出的各种努力。其实从中可以看出，小
政府的定义并不是说管的少，而是在不该管的方面少管，在该管的时候出击重拳。美国高层为了避免
金融危机的发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同时在危机发生之后为了避免其恶化也出台了各种法案。断断
续续看完这本书的感觉是：（1）在危机发生的时候，最核心的问题不是讨论过错，而是如何化解危
机度过难关。至于谁对谁错这个肯定是需要考虑的，但是并不是当危机发生时最合适的选择；（2）
增加透明度，增强市场信心是应对危机的重要方式；（3）做足准备，做到充分背书，最终政府付出
的代价才可能少一些。这一点可以观察美联储与欧洲央行的行动。
31、人们对一个经济学家视角和一个财长视角的期待很不同，这本书政策辩护显多，取得共识的过程
略少，当局者真实心态展露还行。我非常想知道各阶层选民对奥巴马的真实态度——他真的无能？他
将金融危机由“危”变“机”的功劳是有的吧；把美国从衰退到复杂的功劳也是有的吧。
32、金融
33、危机管理者的故事，如何应对金融危机：在不确定性中做出决策，伴随灾难性失败的可能性。先
是美联储分舵纽联储，后是美财长。危机是风险偏好扩展结果，如河水会绕过河里的石头。后记中数
据有用。危机后续是欧洲危机，奇怪没有中国4万亿支持的故事？
34、1金融危机实质信心危机
2世界上没啥事是一定会发生
3稳定催生过度自信，这又是未来动荡的源泉
4现金流是血液
5华盛顿充斥着诽谤和故作姿态的政治伎俩
35、民主下，个人应对经济危机的过程对策。不易。主要的问题还是结构不合理。高科技发展不起来
。
36、有关金融危机最值得读的书
37、压力测试、乱世华尔街再结合大空头、大而不倒等电影，一幅次贷金融危机众生群像展现在眼前
，就像索罗斯所说的，与物理学等自然科学不同，经济的最大参与者是人类，人类会因科学的进步（
模型）改改变博弈策略，这就是经济领域机器人永远无法完全替代人类的原因。
38、不少金融危机细节已在大而不倒里读过。原来盖特纳只做了一届奥巴马财长啊
39、“压力测试的成功是令人鼓舞的，但在那个时候，我们见过太多虚假的希望曙光，这也让我们提
高警惕。”
“金融危机不能被准确地预测，所以它们也不能被有效地阻止。然而，政府还是可以去做很多事情来
减少金融灾难带来的损失。”
“在任何情况下，联邦法律并不禁止贪婪、无知或过度乐观，甚至过度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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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极其琐碎的讲述了后雷曼时代的救市故事。印象深刻的是政客真不是一般人类能承受的工种。
41、正好看完《大而不倒》后读的，故事也基本衔接。《大而不倒》是从摩根大通收购贝尔斯登一直
写到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推行TARP。而这本是盖特纳回忆录主要写的是他接替汉克保尔森出任财政
部长后的救市措施。汉克保尔森也出了本回忆录《峭壁边缘》，建议大家组合在一起阅读吧，从不同
视角看这次金融危机，有助于大家更好的了解和思考这次危机。
42、道德风险永远存在，但当权者就应该背黑锅
43、文才和内容不如保尔森
44、信心才是金融的基础。预期才是发展的动力。旧约式的处理将会导致系统的崩坏，最终倒霉的还
是自己。
45、可以给满分的书，建议和音乐停止之后，直面危机一起阅读，会对次贷危机有更全面的认识
46、为什么会有人给这么高的分数？
写的可以，但不适合国情。
47、救火队长盖特纳
48、等忙完了这阵子，再看一遍

49、历史
50、巴菲特推荐。重要的一段历史回忆，虽说只是盖特纳的一家之言，但也找不到更好的当事人视角
来记录这段历史。从美国经济的复苏情况看，奥巴马和盖特纳完成了一个难以想象的艰巨任务，尽管
他们依然受着各种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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