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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你知道作为投资者，怎么做出“高深莫测”的投资决策吗？
人生的过程是一个理财的过程，你知道理财的重要性和怎么理财吗？
你的钱放对位置了吗？
你知道钱放在什么地方最安全吗？
你知道怎么用简单的金融理论去解释当前风云突变的国内外经济热点吗？
⋯⋯凡如此类，都是金融学的问题。
金融学不仅伟大得可以撬动美国乃至地球，而且还非常有趣。
金融学是一门人人都应该懂，人人都能懂，人人都会用的学问，拿起《读懂金融的第一本书》，我们
将带你畅游金融学的世界。
    近几年，电视上，网络上，都在经常性地向百姓介绍理财的技巧和方法，出现最多的两个词儿——
“投资”和“投资者”，好像只要买入任何资产或任何证券就是“投资”；只要涉足金融市场，就叫
“投资者”。
就此触发了我特撰文“如何读懂财经新闻”，特别强调投资和投机的区别，其意图是提醒普通百姓，
要懂得看紧自己的钱袋子。
    当今社会，除非你的生活能够远离金钱，否则，不管你是否喜欢，人人都需要关注经济金融，不仅
要关注国内的，还要关注国际的。
这些年来，全球经济已经一体化，可谓大家都生活在一个地球村，任何地方发生的财经事件，都有可
能间接或直接影响到如何理财。
说白了，经济金融的变化将直接关系到你我钱包的大小。
于是，有关普通百姓如何应对通货膨胀、货币、金融问题的根本，以及美元贬值策略、中国企业转型
迫在眉睫、人民币走向国际等系列文章，便应运而生了。
    众所周知，在通货膨胀的年代，借钱消费是明智之举。
因为从银行借来的钱很值钱，偿还的却是贬值了的钱，因为通货膨胀侵蚀了金钱的价值。
举例来说，当你去银行签下一纸买房合同，银行似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的购买力被稀释，而你却大
获全胜，因为你够精明，懂得以负债来抗衡通货膨胀。
这也是银行一直以来宣传的“用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的借贷消费模式。
    但是请别忘了，银行并不是慈善机构，借钱是需要偿还利息的，他们以“贷款是最聪明的做法”来
引诱借贷消费者，2007年8月开始席卷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最好的实证：当时，全社会都以为进入
房市有利可图，有的人为了获取房贷不惜一切代价，甚至出具假证明，心甘情愿被银行收取高额利息
，因为他们相信，投入房市的收益一定会超过银行的贷款利息。
    然而，只要你的资金链断裂，银行清算你获得“收益”的时候也就到了。
在特定的情况下，比如你因失业无法偿还债务时，银行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剥夺你的房产，谁叫你借钱
不还的？
    所以，我们在投资之前，首先要树立“投资理财首先保值，其次才是增值”的正确观念。
只要你的投资回报能跑赢物价变动指数（CPI），就守住了财富，那你就是胜利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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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读懂金融的第一本书》内容简介：金融跟你的生活息息相关，甚至关系到你娶什么样的妻子，嫁什
么样的丈夫。
建立什么样的家庭关系，生活得是否有尊严。
知名金融专家陈思进，带领我们发现财富的密码。

由于股市说穿了是个零和游戏，而我们一旦参与这场游戏，就要付出各种费用。
于是投资者作为一个整体，最后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而只有玩“OPM”（OtherPeople'sMoney，别人的钱）才是玩股票的最高境界，才能真正做到“宠辱
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边云卷云舒”！

目前，中国房市中的价格已高到让交易无法继续的地步，不过幸运的是。
中国还没有像美国那样，在金融领域实行全面证券化。
但是中国已经打开了大门。
国际金融资本已然大举挺进中国市场，它们将一如既往，在获得利润后转身离去。
事实上，国际金融霸权早已在中国房市上掠劫了一波财富，那么在游说中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之后
。
情况将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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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进，曾任瑞信、美银证券副总裁、宏利金融财团资深顾问等职务；目前定居加拿大，任某国际金
融财团全球投资部风险管理资深顾问。
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华尔街》、《货币》学术顾问，第一财经电视《思进观察》栏目主讲；长期
为《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经济周刊》、《中国经营报》、《中国证券报》、《经济参考报》、《
证券市场周刊》、《每日经济新闻》、《钱经》、《环球财经》、《北京青年报》、和《世界周刊》
等一线报刊撰写专栏、时评和随笔等；著有《美国凭什么》、《金融让谁富有》；《华尔街金融真相
》、《看读财经新闻的第一本书》、《货币》和《华尔街大骗局》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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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 第一章读懂华尔街的财经新闻 1.没有新闻，那就是好新闻（1） 2.没有新闻，那就是好新闻（2）
3.金融常识为王 4.投资和投机 5.投资什么回报最稳定最高 6.市场具体走势无法准确预测 7.通胀之后必然
通缩 8.全球市场崩盘的解读 第二章华尔街永远稀缺货币 1.货币，金融问题的根本 2.货币的起源与发展
3.银本位的发展与衰落 4.英镑的崛起 5.美元独霸的黄金时代 6.美元的“中年危机” 7.好处我独享，风险
你买单 8.美元货币的贬值策略 9.美国故伎重演 10.中国转型迫在眉睫 11.人民币正走向国际 12.人民币升
值最大的赢家——美国 13.量化宽松行动 14.美元的量化宽松对人民币的影响 第三章华尔街的恶作剧—
—期权期货及其他 1.阳谋非阴谋 2.狼群总跟肥羊走 3.财经高杠杆——当代炼金术 4.保证金账户 5.卖空
风险无限大 6.期权合约 7.期货 8.期指 9.定价权 10.闲话掉期交易（1） 11.闲话掉期交易（2） 12.闲话掉
期交易（3） 13.外汇市场 第四章华尔街的猫腻儿 1.由巴菲特涉嫌内幕交易谈起 2.资本市场诚信危机 3.
如何玩翻中国房市 4.华尔街高额利润的来路（1） 5.华尔街高额利润的来路（2） 6.试图控制风险（1）
7.试图控制风险（2） 8.试图控制风险（3） 9.金融创新为哪般 10.用别人的钱才能稳赚大钱 第五章华尔
街的神话传奇 1.金融“神话”改变华尔街 2.当公平交易被打破之后 3.纽交所的诞生与繁荣 4.银行业恐
慌催生美联储 5.私有银行遏制“大恐慌” 6.美国第一个央行的短暂命运 7.美国第二央行“被杀” 8.华
尔街与美联储的“亲密”关系 9.股市崩盘引发“大萧条” 10.谁能驯服华尔街这匹“野马” 第六章华
尔街的大鳄与走近华尔街的亿万富翁 1.电视名人安德森·库帕（1） 2.电视名人安德森—库帕（2） 3.
女继承人凯莱—范德比尔特 4.洛克菲勒家族“富过三代”的秘诀（1） 5.洛克菲勒家族“富过三代”的
秘诀（2） 6.洛克菲勒家族“富过三代”的秘诀（3） 7.影响欧美“富二代”之教育 8.特立独行的小肯
尼迪 9.巴菲特的子女们 10.一位令人唏嘘的富家女 11.富豪炼成术 12.官N代林顿和他的华人妻子（1）
13.官N代林顿和他的华人妻子（2） 14.亿万富豪的生活理念 15.富翁谈“涓滴理论” 16.富翁迷信般信
任的投资大师——沃尔特—施洛斯 第七章漫谈欧美的金融监管 1.欧美“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 2.金融
监管成共识 3.解密美国《1933年证券法》 4.《1934年证券交易法》的约束力 5.“10b—5”规则的广泛应
用 6.证券交易，“买者自负”？
 7.安然破产，催生《萨班斯法案》 8.将安然带入坟墓的“秘密” 9.证券化，加速了次贷危机爆发 10.《
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案》的立与废 11.美国金融监管的历史性变革 12.金融监管的全球化 13.跨国界金融
监管 14.西门子在希腊的贿赂黑幕 15.洗钱天堂之门不会常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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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没有新闻，那就是好新闻（1） 首先，在当今社会，除非你的生活能够远离金钱，否则不管
你喜不喜欢，人人都需要关注财经新闻，并且不仅要关注国内的，更要关注国际的。
因为这些年来地球变得越来越小，全球经济已一体化，可谓大家都生活在一个村里——地球村，任何
地方发生的财经事件，都有可能间接或直接影响到如何理财。
说白了，财经新闻将直接关系到你我钱包的大小。
 然而，每天，甚至每时每刻，报纸、杂志、电台、电视的财经新闻犹如潮水向我们涌来，我们该关注
哪些新闻呢？
 记得我刚到美国时留意到，中美两国所播报的新闻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那时国内电视、电台的新闻—般都是特大喜讯，全都是形势一片大好的消息。
而打开美国的电视、电台，新闻里所谓的突发爆炸性新闻，不是杀人就是放火，不是抢劫银行就是偷
盗汽车；财经新闻也是愁云惨淡，不是失业率又高了，就是股市又下跌了。
 美国不是超级经济大国吗？
好莱坞、华尔街是美国的象征，科技文化领先于全球，为什么媒体到处传播着坏消息？
难道就没有一条值得报道的特大喜讯？
于是，在大众传播学的课堂上，我忍不住请教了教授。
教授解释说：“你听说过这句话吗？
叫‘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
现在处于和平年代，社会稳定是常态，这类新闻可以忽略不计，只有杀人、放火这类非常态事件，才
会被当作新闻报道出来。
新闻就是要报忧不报喜，因为喜本该是常态，不足挂齿。
” 原来如此！
怪不得我常听美国人说：没有新闻就是好新闻！
为了进一步理解这句话，我还特意查询了它的出处。
这句在美国众所周知的短语，源于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1616年）说过的话：没有消息要胜过邪恶
的消息（“No news is better than evil news.”）。
随着岁月的流逝，这句短语被后人用来形容在恶劣的情况下，比如战争或瘟疫，如果没有失去亲人的
坏消息，这就意味着是好消息！
 其实看财经新闻也一样，大家要特别留意坏消息，“好消息”根本不用去关注，因为“好”是常态，
是理所当然的，比如生产力提高了，GDP和人均收入都增加了。
在一个和平的社会中，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做到这些是应该的。
与此同时，任何事物都该一分为二地来观察，即便在“好消息”中，我们也必须学会从另一个角度看
到其“坏”的一面。
以此来推论，对于“坏消息”我们就更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
所谓做最好的许愿，做最坏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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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读懂金融的第一本书》将带你畅游金融学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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