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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本书读懂美国商业史》以时间为脉络梳理美国商业历史，从17世纪北美殖民地的形成与发展
。
写起，一直到21世纪初美国的新经济奇迹，尤其注重对影响深远的重大商业事件的解说与分析。
看刀光剑影中的商战传奇，解码神话背后的美国商业玄机，通读此书，可对美国商业及其发展趋势有
直观概括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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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出版《一个人的游戏：朱骏》、《昌运复星——郭广昌的中国式商界传奇》、《商界兄弟连：刘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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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一本书读懂美国商业史>>

书籍目录

第一章  萌发的资本主义经济（1812年第二次独立战争之前）／1    第一节  商业种子萌发：殖民地贸易
／3    第二节  资本原始积累：奴隶买卖／7    商史新知：殖民地时期于建国初期美国的“战争财富”
／11    第三节  货币财富膨胀：重商主义／13    第四节  商业羁绊瓦解：经济独立／19    商史撷趣：美国
金融交付汉密尔顿／24第二章  世界最发达的经济体（1861年南北战争—19世纪末20世纪初）／27    第
一节  一场进步的战争：南北战争／29    第二节  一片管控的经济：政府干预／34    第三节  一条财富的
通路：铁路运输／41    商史新知：1837年经济大恐慌／46第三章  咆哮激荡的20世纪20年代（1920
—1929）／49    第一节  崛起：“柯立芝繁荣”下的美国工业研究／51    商史新知：美国参加第一次世
界大战的经济导因／55    第二节  起飞：商品极大丰富的消费社会初现／57    商史撷趣：80多年前佛罗
里达州地产投机狂潮／61    第三节  开放：胡佛主导改革的美国经济外交／63    第四节  觊觎：剑指全球
化视野中的海外市场／68第四章  大萧条期的低迷经济（1929—1941）／73    第一节  黑色星期四：泡沫
下的阴霾／75    第二节  罗斯福新政：黑暗中的曙光／80    商史新知：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商业化设计
／84    第三节  斯沃普计划：危机下的自救／86    商史撷趣：洛克菲勒——美国进步时代的商业英雄
／91第五章  战争阴云下的危机并存（20世纪40年代—60年代）／93    第一节  战时经济动员：美国经济
强心剂／95    第二节  对外经济援助：经济霸主夺地盘／100    商史撷趣：信用卡市场的繁荣／104    第
三节  第三次科技革命：掀开经济新篇章／106    商史新知：1968年美国最富有的家族／个人财富排行
榜／110第六章  滞胀时代的峰回路转（20世纪70年代—90年代）／113    第一节  维稳：政府抑制通货膨
胀／115    商史撷趣：20世纪80年代美国储蓄贷款业危机／119    第二节  激荡：跨国公司数量井喷／121 
  第三节  输血：商业票据市场繁荣／125    第四节排毒：经济武器应对冷战／129    商史新知：美国遏制
日本在美投资／132第七章  刀光剑影中的商战传奇／135    第一节  百事可乐VS可口可乐／137    第二节  
福特VS通用／141    第三节  波音VS麦道／144第八章  如火如荼的新经济奇迹（20世纪90年代—21世纪
初）／149    第一节  信息新革命：建国家经济之基石／151    第二节  克林顿政府：创经济发展之奇迹
／157    商史新知：20世纪90年代美国历史上最大牛市／162    第三节  企业兼并潮：绘市场秩序之蓝图
／164    商史撷趣：索罗斯与亚洲金融风／169第九章  解码神话背后的美国商业玄机／171    第一节  灵
魂之根：企业家精神／173    第二节  资本之源：华尔街／176    第三节  创新之端：硅谷／180第十章  影
响美国商业未来趋势的大事件／185    第一节  “9·11”事件袭来：经济列车戛然而止／187    第二节  
次贷危机爆发：商业市场阴霾不散／192    第三节  Facebook诞生：互联网经济焕然一新／198    第四节  
通用汽车重组：“钢铁侠”脱胎换骨／203    第五节  苹果公司奇迹：电子企业举世无双／207跋  写给
美国的商业未来／213参考书目／215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一本书读懂美国商业史>>

章节摘录

第一节  商业种子萌发：殖民地贸易    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美国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与一般由“同文同种”的群体组成的民族国家不同之处在于，“美利坚民族”的成员来自五湖四海，
因此在宗教、语言、血缘、文化上各具特色，呈现百花齐放之势。
    16世纪，风靡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逐渐蔓延到尚处在氏族部落社会时期的北美大陆，为这片“净
土”带来了彻底的改变。
1620年，35名主张纯洁教会的清教徒和66名渴望拥抱财富梦想的男女来到北美大陆。
他们缔结盟约，并以此作为建立和管理这片净土的秩序和原则，即著名的《五月花号公约》（注：“
五月花”取自所乘坐的帆船名号）。
    在《五月花号公约》的感召下，到达北美大陆的移民络绎不绝，北美殖民地迅速繁盛起来。
到1733年，英国在北美大西洋沿岸设立的殖民地数量达到13个，移民人数超过300万。
    北美殖民地时期是美国历史的拓荒和奠基时期，一个经济体从出现到生长并最终成熟。
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前身，北美殖民地与英国、南欧、西印度群岛和非洲等地进行的贸易活动，为日
后美国成为世界商业霸主奠定了基础，可以说，美国日后如火如荼的商业发展，就是在殖民地时期的
外贸商业活动的完整延续。
    殖民地时期美国对外贸易的繁盛，与当时的自然条件、农业生产、工业发展密不可分。
    首先，有利的自然条件为殖民地贸易的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英国史学家巴克尔在《英国文明史》中写道：“人改变着自然，自然也改变着人。
一切事物就在这种相互的改变中产生发展。
”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乃至农业、工业和对外贸易等各个领域，都会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与
影响。
    从地图上看，13个北美殖民地位于阿巴拉契亚山脉与大西洋海岸之问的大西洋沿岸平原，北起圣劳
伦斯湾，南抵墨西哥湾，将大大小小的河流、湖泊串联在一起。
良好的水系水路条件，为航运的开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兽皮、烟草等商品可以方便地通过水路运到
世界各地。
    优良的港口条件，也是保证商品运输顺畅的重要条件。
北美殖民地有蜿蜒曲折的海岸线，北起马萨诸塞，南至乔治亚，绵延数千英里，较为重要的海湾有：
马萨诸塞湾、长岛湾、特拉华湾、切萨皮克湾、阿尔贝马勒湾、帕姆里科湾和查尔斯顿港等。
由于大部分海湾水深、风小，培育出纽约、巴尔的摩和费城等条件优异的港口。
港口发展迅猛，成为殖民地时期的重要工商业城市。
据《美国经济史》一书统计，在殖民地时期，最大规模的20个城市均为港口城市。
    气候也是经济保持活力的重要因素。
北美殖民地大多位于北纬30度至45度之间，属温带海洋性气候。
这种气候既能保证足够长久的温暖季节，对于生产丰富的粮食品种大有益处；同时具备一定时间的寒
冷季节，人们可以在冬天将余粮进行储存，以供出口。
    降水量的多少，直接关系到农作物的收成好坏。
北美太平洋沿岸雨量充足，年平均降水量在760到1270毫米，而理想状况下的土壤湿度要求降水量
为760到890毫米，可见北美殖民地的自然环境之优越。
    肥沃的土壤，是农作物生长的有力保障。
北美殖民地南部的马里兰、弗吉尼亚、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和乔治亚的土地都很富饶，为烟草、
水稻和蓝靛等经济作物的生长提供了极好的条件。
    瑞典植物学家彼得·卡尔姆曾这样描绘1748年至1751年中部殖民地的情况：“来到美洲的欧洲人发
现，他们眼前是一片沃土，伸展于树木之间，泥土就像家庭花圃那样松软。
他们所要做的，只是伐树堆垛、清除残枝败叶；然后就能立即着手耕地，在如此疏松的土地上劳动是
毫不费力的。
播种之后，他们得到极为丰裕的收成⋯⋯”    其次，规模不断扩大的农业，为出口贸易提供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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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准备。
    刚刚踏上新大陆的移民，首先面对的便是解决温饱问题。
他们从印第安人那里寻求帮助，学习简单有效的耕种方法，开始新的农业生产。
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拓荒者在农业上取得了显著成就。
    在北部地区，除了种植主要的粮食作物玉米，还有黑麦、大麦、燕麦、亚麻和少量的烟草。
牛、羊、马等牲畜的牧养，也是很多种植园主的偏爱。
美国独立战争以前到过纳拉甘塞特的一位观光者曾写道：“用餐后我们外出散步，参观了他们牧场上
饲养的牛群，我们走过几处草地，这些草地与我曾在旧英格兰见过的最好的草地相比毫不逊色。
”农民将猪肉制成腌肉，供给附近海岸的捕鱼船队，刺激了桶装猪肉的出口贸易。
    中部地区的主要作物是小麦，同时，每个农场都有产量相当大的果园。
《美国的农业》一书的作者写道：“桃子的味道很好，而且产量是那样的多，以至于整个农庄的猪群
都可以尽情去吃，而且落在树下腐烂的数量也是惊人的⋯⋯西瓜的产量也很大，这里的村民没有不种
上一块西瓜地的。
”    南部地区，最重要的作物是烟草、水稻和蓝靛。
1612年，詹姆斯河流域最先取得烟草培植的成功，南方北部的弗吉尼亚成为最早的烟草产地；南方南
部，包括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和乔治亚等地区，则主要从事粮食作物的生产。
    第一代北美殖民地移民的辛勤劳动，换来了农业生产的大幅提升。
以大米为例，北美殖民地年出口大米总量从1698年的10407磅，增长至1728年的12884950磅。
经济作物的大量出口，有效缓解了进出口贸易的赤字，促进了美国对外贸易的兴盛。
    再次，殖民地发展迟缓的工业，为进口贸易带来了巨量需求。
    17世纪北美殖民地的工业尚处在发展初期，主要以原始的家庭副业为主，基本处于自给自足状态。
沿海商业发达地区，有一些不成熟的手工小作坊，在费城住着木工、砖瓦匠、玻璃工、鞋匠、造船工
、制革工、酿酒工等20多种有技术的手工业者。
他们的生产并不针对本地消费者，而是将农产品进行加工，输送到海外市场。
通过制革、炼铁、酿酒、面粉、木材以及烟草的加工等技术活动，手工业者获得丰厚的利润，进而促
成了手工工场的集中与发展。
    但是，相对于同时期欧洲的制造业来讲，殖民地工业生产技术总体上仍然落后。
即便得到了某些方面的改进，产品的生产数量仍然不多，生产效率依然低下，生产单位规模小，活动
范围有限，工业品的生产显然无法满足百姓日常生活的需要。
这种落后而迟缓的发展态势，决定了北美殖民地必须加大进口贸易。
    人类先进文明的种子，开始在美洲荒野的土壤中萌发、生长。
充满活力的商业贸易，构成了北美殖民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因子。
作为仅次于农业的第二大经济活动，北美殖民地对外贸易的大发展，为美国后期的商业大繁荣打下了
深厚的基础，某种意义上讲，它吹响了美国领跑世界经济的冲锋号角。
    P3-6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一本书读懂美国商业史>>

后记

写给美国的商业未来    纵观美国的商业史，就是一部从殖民地经济属地到全球最富裕、经济最发达和
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的演变史。
    如今，美国具备异常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毫无争议地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是世界上最大也是
最重要的经济体。
以信息、生物技术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如同雨后春笋般，不断地为美国经济提供动力。
2011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高达15.065万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一，美国人均GDP为48147美元，排名世
界第九。
    罗伯特·赖克在《美国的逻辑：为什么美国的未来如此堪忧》一书曾经指出，美国未来所应当着重
应对的，不是如何干涉别国的内政外交和经济走势，以便为美国谋求更多的利益，而是应当将美国自
身的经济状况调整好，让劳动者创造的社会财富能够得到最大范围的分享。
    诚然，经历了次贷危机后的美国经济复苏已经开始启动，各项数据显示经济复苏已渐入佳境，但是
如果美国的经济结构没有根本的变革，社会财富依旧在少数人的手中，支撑美国经济中流砥柱的中产
阶级没有消费的动力和希望，美国的经济将难以走出泥潭，持续的经济复苏和良好的商业预期将只能
是痴人说梦。
    美国的商业未来，更多的将取决于美国人民自己，取决于驰骋在商海中美国经济航母的“舰长”。
他们手中的权利，决定着美国商业经济的走势。
因为美国最大的对手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自己，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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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风险与机遇并存，世界最发达经济体的百年兴衰。
看刀光剑影中的商战传奇，解码神话背后的美国商业玄机！
    邓鹏编著的《一本书读懂美国商业史》以时间为脉络梳理美国商业历史，从17世纪北美殖民地的形
成与发展写起，一直到21世纪初美国的新经济奇迹，尤其注重对影响深远的重大商业事件的解说与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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