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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济活动是人类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社会活动之一，同时也是充满了智慧的活动。
英国的经济学大师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曾说过，“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
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财富创造的思考，而这方面的智慧几乎都凝结于有着社会
科学皇后之称的经济学之中。
古往今来，那些伟大经济学家的思想仍然可以给今天的我们以无限的真知和启示。
很多时候，虽然我们不知道亚当·斯密、李嘉图和凯恩斯，但毫无疑问，他们的思想已经在我们的经
济生活中打下过烙印。
因此，触摸经济学家们的思想，也是了解社会经济生活的快速通道。
　　自农业社会以来，人类一直在刀耕火种的状态下去获得人类生活和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和财富。
在很多时间里，人类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物质财富整体匮乏的局面。
只有到了工业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才开始导致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物质文明的巨大进步。
而且，正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催生了工业革命，只有得到了科学技术的支持，工业经济的发展才为人类
社会的进步开拓无限广阔的前景。
今天的人们正是生活在科学技术上天入地地为人类寻找新能源的巨大努力之中。
　　马克思曾说：“科学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
”科学技术为人类社会农业、工业这两个创造物质财富的部门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
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使得人类在电子、能源、材料等领域的技术不断更新，推动了人类对新资源
的使用，另一方面也制造出了更多的物质产品，改进人类的生活和工作方式，甚至引发人们思维和精
神的巨大革新。
从计算机、手机、网络到太阳能、核能以及基因技术等等，人类生活的便捷和舒适，已经与各个领域
的高科技紧密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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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们常说，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货币的发明给人类带来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在任何时代，有尊严的生活看起来都与钱脱离不了干系。
金钱具有巨大的魔力，几乎没有人具有对它的免疫力。
在现代社会中，作为个人，我们无法不跟钱打交道，自然也离不开与钱打交道的金融机构。
无论是什么人，如果不掌握一些金融的知识，几乎就是与现代文明绝缘。
仅仅是日常生活的需要，我们也需要了解一些基本的金融知识，比如理财、典当、债券、股票、期货
等。
多一点这方面的知识，不仅可以让我们可以更好地享受现代生活，也许还在某个时候给我们带来意想
不到的财富增长。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了解科技的同时也是了解我们自己，了解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个世界。
金融的世界是奇妙的，那里有无穷的宝藏。
但是如果不幸等待我们的是金融危机，将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难以承受的痛苦。
那么，在经济学家们思想的光照中，让我们仔细地领略它们的奥妙和神奇之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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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手”吗  礼尚往来的金融创新  今天定了价，明天也不一定交易  上封顶、下保底的保护伞  倒在衍生
交易双刃剑下的巴林银行  不甘寂寞的保险公司  养老基金的兴起  金融公司的壮大  跨国银行的急剧发
展  金融机构的同质化  给银行打分的骆驼  监管的放松  监管也创新  金融浅化与金融深化  金融的“独
立战争”——金融自由化  给国家记账  国家的账本  账怎么不平了  用钱换钱  货币也有价  汇率怎样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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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诞生  欧元V.S.美元  金融与泡沫  席卷东南亚的金融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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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创造财富的智慧——经济学和经济学大师　　经济与财富　　我们都渴望获得越来越多的
财富，但这并不仅仅表现在你手中货币的增加，或是一国生产总值数字变动的游戏，财富的增加更意
味着越来越多的食品、温暖的房屋、24小时供应的热水、流行音乐、电子游戏和因特网⋯⋯而我们创
造财富和增加财富的过程就是我们进行经济活动的过程。
只有经济增长，才华横溢的艺术家才有机会吟诗作赋，别人也才会有闲暇来尽情欣赏。
尽管经济发展没有固定模式，世界各地的文化也千差万别，但是免受饥饿、疾病及自然灾难之苦却是
人们共同的愿望。
　　“经济”溯源　　“经济”是什么？
这个问题或许会令你吃惊，因为随便一本词典都会明白无误地告诉你“经济”的定义。
然而，或许更让你惊奇的是，尽管人类自有文明以来就一直从事经济活动，但经济一词却直到公元
前4世纪的古希腊才出现。
当时的哲学家色诺芬首先使用了“经济”一词，其含义为“家庭管理”。
英文Economy（经济）就是从希腊文（Oeconomicus）演变而来的。
在古代中国思想最为活跃的春秋战国时期，先哲们也使用了经济一词，意指“经邦济世”。
有趣的是，“经济”的这两种“原始”含义又似乎与现代经济学的“微观”与“宏观”两部分相对应
。
　　研究财富的科学——经济学　　人类一直没有停止过对财富的追求，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财富的
思考。
经济学就是以财富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科学。
当然，经济学家并不会告诉你如何具体地生产财富，因为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的科技水平。
经济学更为关注的是，在既定的生产力条件下，如何尽可能地增加个人和社会的财富。
经济生活是包括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以及公共事务（如财政预算和税收）等一系列活动组成的
复杂的集合。
经济学的最终目的就是要用科学的方法来理解这些复杂的活动，并从中探索增长财富的规律。
　　经济学与社会科学　　在进行研究时，经济学往往要从法学、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和人类学
等社会科学中吸取大量的营养。
例如，在贫穷的印度，牛是神圣的动物，它们随意地穿行于城市的街道和乡村。
天真的经济学家可能把这些牛当做用以充实营养不良的印度人伙食的蛋白质；而知识较为渊博的学者
在分析印度经济发展问题时，就会考虑宗教、种姓制度和风俗所造成的社会心理状态对印度经济的影
响。
又比如，美国的奴隶制是由于南北战争而灭亡，还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而自行衰亡，或者说南北战争
只是加速了自行衰亡的速度？
　　为谁作嫁　　为什么要了解经济学？
希望赚大钱，若不懂得经济规律就会被认做文盲；听说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皇后——最古老的艺术和
最新颖的科学。
不错！
所有这些都很有道理，甚至我们还可以列出1万条别的理由。
但更重要的是，你在整个一生——从摇篮到坟墓——都会碰到经济学的严酷真理。
你谋取收入要涉及经济学；作为消费者来花费这笔收入也是如此。
事实上，经济学不会保证使你成为一个天才，但没有经济学，你简直非吃亏不可。
经济学也不能保证你不失业，但它会帮助你理解你为什么失业。
一代又一代的学生经常惊奇地发现，经济学竟然会如此有趣。
　　经济学的家谱　　比前面的“经济”溯源更让你惊奇的事情是，虽然人类对经济问题进行了几千
年的思考，但是，作为一门学科，经济学只是从1776年英国的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才正式开始了
它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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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斯密开始，经济学至少经历了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综合等三次飞跃和综合。
如今，经济学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家族，以至于我们在接下来介绍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之前，不得
不首先来看看经济学的家谱，以加深我们对经济学的了解。
　　经济学家时代的来临　　经济学家在各国政府中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经济学家已成为各国总统和总理的顾问。
政治家的日程表上充满了经济问题：各国首脑的经济峰会、税收立法、保护本国工业、环境问题和经
济制裁等等。
如今，经济学家往往处于政治分析、政治辩论和政治行动的中心地位。
政府首脑身边必须有经济顾问，以免他们的政治直觉将国家引入歧途。
在美国吉米?卡特总统的任期内，甚至有5位经济学家在内阁中任职。
正如有人说的那样，“骑士时代已经过去，随之而来的是智者、经济学家和计算机的时代”。
　　经济学的史前史时期　　亚当?斯密写作《国富论》正值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确立之
时。
而在此之前的农业文明中，人类以奴隶制或封建制作为经济组织的方式，其中也存在着现代社会的某
些经济现象，如商品、贸易、货币、利息等等。
因而，古代文明和中世纪的思想家们有时也会涉猎这些领域，甚至有的人还提出了具有创见性的思想
。
但他们对经济的考察往往是出于对哲学或伦理等方面的思考，而且大多着眼于经济政策，并未对经济
运行规律本身进行真正的探索。
所以，现代经济学家们都将1776年作为经济学历史的开端，而此前则被称为经济学的史前史时期。
　　古代文明的经济和经济思想　　古埃及具有一种依赖于灌溉系统的计划经济。
巴比伦人与亚述人的神权国家拥有庞大复杂的政治系统，他们知道借贷与银行业务，甚至把货币制度
发展到了高度完善的程度。
以色列的《旧约全书》显示出当时的人已经完全掌握了希伯来国家的实际经济问题。
在古代中国，也已形成了一套处理当时农业、商业与财政问题的高度发达的公共行政制度。
中国的圣人孔子曾两次从政，进行经济政治改革。
他的思想影响了中国2000余年。
从他的著作中可以整理出一套经济政策的完整体系，其中还包括了货币管理与货币兑换的方法。
　　古希腊的遗产　　在光辉灿烂的古希腊文明留给我们的遗产中，经济分析只是一个微小的部分。
尽管像代数与几何学、天文学、力学、光学一样，先贤们的经济学实际上也是以后我们所有进一步工
作的起点，但不像在上述学科中所取得的成绩，其经济学未能取得独立的地位，甚至没能得到与其他
学科相区别的标签。
事实上，希腊人首先想到的是哲学，而非严格意义的经济学。
他们总是把经济推理与有关国家和社会的一般哲学思想揉在一起，很少为经济问题本身进行研究。
古希腊遗留给我们的经济思想，也许在柏拉图与亚里斯多德的著作中可以发现一鳞半爪。
　　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　　柏拉图（前427-前347），古希腊哲学家。
公元前404年，柏拉图写成著名的《理想国》，从人性论、国家组织原理以及使用价值的生产三个方面
，考察社会分工的必要性，认为分工是出于人性和经济生活所必需的一种自然现象，进而提出等级制
的“理想国”的设计。
亚里斯多德（前384一前322），古希腊集大成的思想家。
他是柏拉图的学生，但他的思想后来与柏拉图发生了分歧。
亚里斯多德为此而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一直为后人称道。
他提出了chrematistics（所有物或财富）的概念，主要指商业活动的货币方面，这更接近经济学的含义
。
　　中世纪封建经济的发展　　从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到15世纪，是西欧封建社会形成、发展和
繁荣的时期，史称“中世纪”。
西欧封建制度是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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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在奴隶社会内部产生封建关系的萌芽，日耳曼人对罗马的征服加速了这一进程。
到9、10世纪，最终形成了以封建主庄园为典型形式的西欧封建制度。
中世纪的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手工业与农业逐渐分离；11世纪前后出现了一批新兴城市；贸易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到13、14世纪
时，欧洲形成了以地中海为中心和以北海、波罗的海为中心的南北两大贸易区。
　　经院学派和托马斯?阿奎纳体系　　宗教在中世纪有着特殊地位。
在西欧封建化过程中，基督教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教皇在宗教和世俗事务方面取得了无限权
力。
学术也完全被教会垄断，并带上了神学色彩，形成了所谓的“经院学派”。
生活在封建文明鼎盛时期的托马斯?阿奎纳（1225-1274）是意大利神学家，他的主要著作《神学大全
》被视为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百科全书，阿奎纳也被称做中世纪“神学泰斗”。
1879年教皇利奥十三世宣布他的神学为教会的最高哲学权威。
可以说，中世纪的宗教、经济和政治都是建立在阿奎纳神学体系基础之上的。
　　“价格革命”　　新航线的开辟与新大陆的发现，对欧洲经济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q葡萄牙和
西班牙从非洲和美洲掠夺了大量的黄金和白银。
大量贵金属源源：流入欧洲，造成金银价值下降，物价猛涨，引发了“价格革命”。
在“价格革命’’过程中，新兴的工商业资产阶级获得暴利，封建地主阶级势力衰落，劳动人民日益
贫困化，从而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西班牙和葡萄牙掠夺的金银完全有可能在本国转化为资本而使其完成工业革命。
但由于统治者的封建专制，大部分金银流向了英国，加速了英国的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完
全确立。
　　重商主义　　15世纪至17世纪，欧洲封建自然经济逐渐瓦解，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商业资本作用
日益加强。
为了适应当时资产阶级积累财富的需要，重商主义学说应运而生。
重商主义者认为只有金银才是真正的财富，而一国的财富只能从顺差的对外贸易中来，为此应少买多
卖，贱买贵卖，国家应积极干预经济生活。
重商主义者把金银视为财富的唯一形态，不仅混淆了货币与金银，也混淆了货币与财富。
因而，重商主义者的观点称不上是经济科学。
但是，重商主义者的主张对瓦解封建主义生产方式，促进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
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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