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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通过历史上的鲜活案例，生动再现了银行的发展历程、体系结构以及银行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的重
要角色。
本书对历史上的多次重大金融危机做了专门介绍，分析了银行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充分帮助人们认
清金融发展态势，灵活应对金融危机。
对于日常生活中如何与银行打交道，如何充分利用银行提供的便利条件来提升生活品质，本书也同样
给予了精彩介绍。
　　本书适合所有关注经济生活的人士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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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银行业的起源与发展　　一、古代的银行　　当你走进一家现代银行时，其雄伟的建筑
、宽敞的大厅、现代化的办公设施、温馨周到的服务，使你绝不会把它和寺庙、教堂、街头摆摊的桌
椅板凳联系在一起。
所以，让我们首先看看几千年前寺庙里和摆摊桌上最早的古代银行吧。
　　（一）古代寺庙里的存贷活动　　人类最早办理存贷活动是从寺庙里开始的。
古代人没有坚固的房屋、结实的柜子，人们便把财物存放在寺院里。
这么做，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由于人们普遍信仰宗教，认为寺庙是不可侵犯之地，在这里盗取财物
是不可饶恕的罪行；二是寺庙实力雄厚，可以信赖，不会拖欠不还；三是寺庙数量众多，分布面广，
存取财物十分方便，尤其是对于四处漂泊、居无定所之人来说更是如此。
因此，古代各处的庙宇大都成了钱物的存放所和出借所。
　　寺庙起初只存放财产，财产原封不动地长期存放在那里。
后来，寺庙里的教士们把财物借出去，到期后收取更多的物品作为补偿。
随着金属铸币的出现，寺庙也开始存放钱币。
对于保管的钱币，在达到一定数量后，便可以把一定份额的闲散钱币贷放出去。
公元前2000年，古巴比伦王国的巴比伦寺庙开始经营钱币兑换，后来又同时经营钱币保管业务。
在保管的初期，寺庙不仅不给保管人支付利息，还要收取一定的保管费和手续费。
当寺庙积攒了一定量的货币后，就开始从事贷放业务。
放款利息大约为20％，并以复利计算。
公元前500年左右，希腊的寺庙也开始经营钱币兑换、保管和贷放业务，其中保管业务特别发达。
雅典当时的货币兑换和贷放业务最为发达，已经有了近代银行的一些特征。
　　除了寺庙之外，一些土地所有者和商人也开始利用放高利贷的方式来囤积财产，但是当时的政府
和宗教对这种做法进行了一些限制。
　　（二）古希腊时期：“摆摊桌的钱币兑换商”　　公元前6世纪，伴随着金属货币的出现，流通
货币变得多样化，古希腊的每个商业城市和圣殿都开始铸造钱币，一些金银器商、财物保管商、收税
人开始尝试成为职业的钱币兑换商。
由于当时很多城邦规定借贷活动不许收取利息，而雅典城邦的索隆法律对利息的限制比较少，于是这
些商人就选择雅典这座重要的商业城市定居下来，专门从事货币借贷活动。
开始时，这些兑换商仅仅是在古希腊广场或市场上摆放一张桌子来摆摊营业，因此他们也被称为“摆
摊桌的钱币兑换商”。
后来，一些兑换商业务规模越来越大，于是他们逐渐选择固定场所开设钱币兑换店铺、柜台，有个别
兑换商人在当时成为很有影响力的人物。
　　“摊桌兑换商”的客户主要是商人和市民，寺庙教士的客户主要是农民和公共机构。
由于客户对象不同，没有明显的利益纠纷，所以两者之问相安无事，两种渠道的货币兑换和借贷长期
并存着。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长期的高利息借贷活动造成了一方是社会大众的债台高筑，一方是钱币兑换商
和寺庙教士们的腰缠万贯。
这种鲜明的对比招致人们的强烈批评。
　　为了抵制高利贷活动，并削弱寺庙和教堂的影响力，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古希腊在许多城市陆
续成立了公共银行。
这些公共银行由政府官员来掌管和控制，除了从事货币兑换、存款和借贷业务之外，还负责征收税款
和铸造货币。
当时的银行家锡诺普认为，为方便流通，有必要减轻钱币的重量。
现在人们都知道，如果货币发行多了，钱多物少，就会曲现通货膨胀。
古代不像现在这样，可以低成本地印刷纸币，当时流通的都是用真金白银等贵重金属铸造的货币。
在贵金属有限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多发行货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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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通过减轻单位货币的重量，则同样能够达到多发行货币的目的。
在锡诺普的建议下，公共银行铸造了大量的货币，物价一下子猛涨起来。
面对前所未有的通货膨胀问题，人们惊慌失措，社会安定一度受到影响。
锡诺普和他的儿子以及合作者迪奥吉纳遭到了被驱逐的下场。
迪奥吉纳遭到冷遇后，放弃了与银钱打交道的行当，来到雅典当了哲学家，并以此为荣，颇有一些看
破红尘的味道。
这大概是银行家愤世嫉俗的首例。
　　（三）古罗马时期：“钱庄”和“包税者”　　古罗马人以从事农业为主，不像古希腊商人那样
精明，他们不擅长经商，早期很少有人想到通过经营银钱业来赚钱。
随着生产的发展，罗马人慢慢感到需要有这样一种机构（当时并无“银行”这一说法），财物盈余时
寄存，财物短缺时出借。
于是古罗马人就开办了互助信用社。
与古希腊钱币兑换商铺不同，互助信用社以互帮互助为主要目的，不收取利息，与寺庙也没有多少关
系。
　　古罗马人英勇好战，军事征服欲强，尤其以古罗马帝国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为典范。
奥古斯都一生致力于扩建罗马，他晚年有句名言：“我接受了一座用砖头建造的罗马城，但留下了一
座大理石的罗马城。
”开拓疆土使得古罗马人与地中海沿岸许多国家的居民加强了接触。
对外接触激发了他们对外通商的欲望。
但通商就不得不考虑不同国家的居民之间如何进行货币兑换、怎样征收税款、怎样满足军队的后勤供
给等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单个互助信用社所能解决的。
于是古罗马人便以古希腊银行为模式，建立了私人银行和公共银行。
私人银行都设立在古罗马城市广场周边的店铺里，并以此为中心向周边扩展。
这些私人银行通常被称为“钱庄”，与中国古代的“钱庄”大致相同。
公共银行则都分散在外地，在古罗马城设有一个中央银行。
虽然在古罗马借贷利息受到限制，但在外地却是自由确定的。
　　背景知识　　古罗马城市广场　　古罗马的城市一般都有广场，一开始广场只是作为市场和公众
集会场所，但后来也用于发布公告、进行审判、欢度节庆，甚至举行角斗。
广场多为长方形。
在自发形成的城市中，广场的位置因城而异；在按规划建造的营寨城市中，大多数广场位于城市中心
交叉路口。
　　罗马城旧广场 该广场于公元前6世纪时开始建设，直到西罗马帝国灭亡为止。
广场上集中了大量宗教性和纪念性建筑物。
广场的主要部分约长134米，宽63米。
南北两侧各有一座巴西利卡（长方形会堂），供审判和集会用。
广场东端是恺撒庙和奥古斯都凯旋门，西端是检阅台和另一座凯旋门。
广场西北角的元老院和门前的集会场成为政治中心；恺撒庙和奥古斯都凯旋门以东的灶神庙和祭司长
府则是宗教中心。
后除少数建筑物外，广场建筑群仅存废墟，18世纪末后人开始发掘，并对其加以保护。
　　帝国广场 罗马城旧广场的北面，从公元前l世纪到公元2世纪初陆续建造了恺撒广场、奥古斯都广
场、韦帕香广场、乃尔维广场和图拉真广场。
它们各自按设计一次建成，平面为长方形，四周柱廊的一端建造神庙。
恺撒广场有钱庄和演讲台，奥古斯都广场有演讲堂。
这些广场都是为纪念个人功绩而建的。
　　上述5个广场后来都遭到彻底破坏。
　　资料来源：中国百科网　　除了私人银行和公共银行，还有一大批被称为“交易商”的金融家。
这些交易商大多是来自欧洲东部的犹太人、希腊人和叙利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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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长期跟随古罗马军团，为军团提供服务。
也时常穿越军团，在古罗马边境一带寻找机会进行交易。
他们居无定所，因此基本吸收不到存款，但通过发放短期贷款和从事钱币兑换等业务，也积累了大量
资产。
　　在古罗马银行活动中，有一个重要并独具特色的参与者——“包税者”。
包税制始于古罗马帝国时期。
在剥削阶级统治的制度下，国家或官府不直接按规定税率向纳税人征税，而是采取招标承包方式，把
要征收的某一种捐税税款数额包给出价最高的投标人。
承包人运用官府给的征税权，自行确定征收办法，向纳税人收税。
承包人往往提高税额，对居民进行敲骨吸髓般的搜刮。
另外，居民还要负担驻扎在当地的罗马军队和官吏的各种费用。
这些包税者不吸收存款，由于个人财力有限，为在投标竞争中获胜，往往由骑士、富商等有钱人出资
入股，联合组成股份委托公司进行投标。
他们偶尔也与一些“交易商”合股，向公众发行债券，筹集资金。
“包税者”与公共银行是合作者，和“钱庄”也没有什么冲突。
银行、钱庄、包税者利用各自的关系网，各自组合力量，发挥自身优势开展业务活动。
并且，他们逐渐离开古罗马广场交易集散地，聚集到各个“大殿”做交易。
　　在银行技术操作上，古罗马人与古希腊人的操作程序基本相同。
但古罗马是一个法制比较完备的国家，罗马的法律发端于公元前450年的十二铜表法，在奥古斯都成为
元首后发展成为一套十分完备的体系。
奥古斯都委派了一些法律专家，在很多法庭判案上给予指导，并制定法律条文，积累起来，形成了一
个内容齐全的法律体系。
古罗马人的法制观念很强，对银行业务操作要求很严格，使银行能够提供比较良好的服务。
客户可以随时要求银行提供账户情况，提供的情况也可以作为证据向第三方出示。
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家们就可以系统地清偿同一账户的债权和债务，这可以说是现代银行清算系统可
供追溯的最早雏形了。
　　古罗马时期，公共银行的收税权被“包税者”剥夺，银行业务上又面临大型“钱庄”的竞争。
公共银行只扮演着次要的角色，所起作用与古希腊公共银行无法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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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受用一生的银行理财课》以话说的形式来介绍生活中涉及的、百姓感兴趣的话题。
内容通俗易懂，全面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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