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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长达10年的股票盈利率较量中，蒙着眼睛靠掷飞镖选股的猴子，竟然战胜了经验丰富的金融行家。
这就是不可思议的金融世界。
    我们的日常生活、投资理财、公司经营都离不开金融学的知识。
但是繁杂的数据、图表、公式、专有术语，却让我们把厚如砖头的金融学教科书拒之门外。
    作者山本和隆是金融学专家，他希望所有人都能像喜欢看电影大片那样爱上金融学，于是便写作了
这本寓教于乐的金融学普及读物。
本书从“下金蛋的鹅”这一经典的伊索寓言故事着手，通过虚拟的桔子公司的经营，讲解金融学的入
门知识、金融市场的诡谲多变，以及如何规避金融风险。
就算是对数字不每感的读者也可以轻松地读懂、读透。
    事实上，成功经营一家你自己的“橙子公司”，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难；股票投资获得满意的收
益率，也比你想象中的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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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山本和隆，山本和隆事务所代表。
1980年毕业于以商学和经济学专业闻名于世的日本一桥大学经济学系，1992年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商
学院MBA学位。
在日本Globis管理学院担任金融学讲师10余年，著有《MBA金融学》(新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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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公司的存在，是因为有为其提供资金的投资者。
也就是存在于资产负债表右侧的债权人（负债的提供者）与股东（股东资本的提供者）。
由此判断，公司是债权人和股东的所有物。
但是两者同公司之间的关系，却不是像“这是我的汽车”这种单纯的关系。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债权人与股东虽然提供了资金，但是对于公司的运作却无法作出任何干涉。
应该购买何种资产或者应该进行何种投资，这些都是公司经营者的工作。
所以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所提供的资金被花费在哪些领域。
当然，也无法将资产项目中的所有物称为“自己的东西”。
另外，对于资产的运作（商业活动），公司都会在一个统一的调配下进行。
比如索尼的商业活动都是由索尼公司组织的，而不能说这个活动是由债权人组织的，另一个活动是由
股东组织的。
在这里，公司被称为法人，就好像是和我们一样的个人，公司的资产都被看做法人的所有物。
债权人与股东拥有对该法人的收益索取权。
也就是说，作为公司资产的物品（鹅）是属于法人的所有物，而债权人与股东则拥有对该资产通过商
业活动之后所产生的经济价值（金蛋）的索取权。
而对于该索取权，对债权人与股东来说有所不同。
首先，债权人只有对自己所提供资金的等量索取权。
比如，债权人提供了10亿日元资金，利息为1亿日元，那么他所拥有的索取权就是11亿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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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最初，我接触到金融学理论约在1990年，正是泡沫经济迎来顶峰之时。
回想起来，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被称为世界第一的经济强国，实在是非常幸运。
而其中尤以采用全面质量管理为武器的制造业为主，其威力席卷全球，就连欧美企业纷纷表示，“日
本的企业非常可怕”。
所以，作为制造业专业出身的我在前往美国进修商业课程时，内心多多少少还真有些蔑视他们。
但当我学习一个月之后，立刻被美国经营者们丰富的知识所震撼，从此不得不脱下“自大的外衣”。
其中对我打击最大的就是金融学。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意识到，日本的制造业确实领先于世界，但功劳却在于工作在生产第一线的工
人们，经营者们的实力与世界先进水平还差得很远。
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便因为工作关系与美国企业有了频繁接触，但是对于美国管理人员
的想法，我却一点儿都不能赞同。
从事同样的商业活动，可我却有种大家在做不同工作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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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金融行家为什么败给猴子?》：零理论、零起点的金融学入门想炒股，想投资，想创业，一定要读的
金融学。
身为股民、基民多年，资产缩水大半，辞职创业、废寝忘食，公司举步维艰，山本和隆带来像啤酒一
样甘醇、像大片一样精彩的金融学，看不懂财务报表的门外汉，也可以轻松成为投资赢家、创业达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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