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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花旗银行史在经济史书的写作领域是一件划时代的事情。
花旗银行的历史和故事超过一个半世纪，从1812年建立的一家商人银行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时，它已经是美国最有影响的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之一。
到了20世纪20年代，它将其业务多元化发展，进入了其他相关的金融服务领域。
在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中受到重创并幸存下来之后，它又遇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挑战。
在银行战略选择与制定和银行业务流程改革方面，花旗银行再次成为革新者和引领潮流的“排头兵”
。
本书的研究是第一次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银行业的最显著的变化与发展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和高
度的概括。
　　本书还以非常细腻的笔锋和戏剧性的手法，生动地描述和分析了花旗银行从一家由个人控制的银
行转变成一家由职业经理人管理的企业的过程。
　　本书的作者还非常成功地解释了美国的金融机构和商业机构的那些根本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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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最雄厚的银行十、美国财政部：比中央银行还中央银行第四章　范德尼普与银行改革（1909-1913）
一、历史上最关键的一天：范德尼普走上“舞台”二、银行发展新方向：把个人资源转化为机构资源
三、范德尼普：只要想得到，就能做得到四、两个困扰：银行发展中的隐患与不平等待遇的约束五、
“粗俗、野蛮的美国法律”促使银行改革六、“阿巨奇计划”流产七、花旗公司成立八、“三人小组
”控制美国前五大银行九、货币托拉斯调查：阻止金融垄断十、由对银行业一窍不通的参议员起草银
行法十一、折中的《联邦储备法》第五章　一个新战略（19141916）一、新环境与新机遇：失之东隅
，收之桑榆二、避实就虚：在全国范围内向中小企业开战三、大客户：推动花旗银行建立国际性的分
行网络四、迈出美国国民银行的第一步：第一个海外分行及拉丁美洲分行网络五、特别的“学院培训
计划”：培养接班人六、收购国际银行公司：“拿来主义”的捷径七、外贸融资业务：开始起步八、
国际代理行业务：能快则快九、花旗新变化：“两类银行”的“两强两弱”十、顺势而为：发展壮大
投资银行业务十一、“双喜临门”：吞并哈尔西，招人米契尔十二、范德尼普：远见卓识与雄才伟略
第六章　所有者和管理者（1917—1921）一、两个天大的问题：从天而降二、范德尼普“狮子大开口
”三、范德尼普的“自留地”：美国国际公司四、重新构造最高管理层：成立执行管理委员会五、银
行组织架构改革：面向市场需求六、范德尼普“移情别恋”七、兵败俄罗斯八、史蒂尔曼和范德尼普
双双“谢幕”九、极度的繁荣与萧条：接踵而至十、米契尔：开始发号施令十一、成功的长期激励计
划：三方共赢十二、万事俱备，不欠东风第七章　金融百货公司（一）（1921-1929）一、“历史新纪
元”二、地方银行业务：潜力巨大的市场三、突破“华尔街防线”四、货币监理官：为自己的监管对
象摇旗呐喊五、《麦克伐登法》：为银行打开一扇门六、先见之明：率先进入个人银行业务领域七、
业务与机构调整：保留国际银行业务和海外分行网络八、加强对海外分行系统的硬约束九、金融“脱
媒”：批发银行业务相对萎缩十、“现款政策”：反映市场状况和维持市场运行十一、米契尔孤身救
市：“毁”比“誉”多十二、劫后余生：回复到良性发展轨道第八章　金融百货公司（二）
（1921-1929）一、对个人投资者进行证券知识“扫盲”：成功人士需要三个顾问二、证券承销业务：
渐成“气候”三、为国内企业融资：沿着JP摩根之路前进四、为国内城市融资：“你投桃，我报李”
五、为国外公司和国外政府融资：花旗的长项六、国务院的批示：上不接天，下不着地七、投资银行
业务：覆盖四大市场八、业务成倍增长，利润滚滚流进九、独辟蹊径：开创信托业务新局面十、吞并
农民贷款与信托公司：优势互补十一、实现全球化、全能化目标：花旗银行“美梦成真”第九章　跌
进深渊（1930-1933）一、经济大萧条：银行遭遇双重毁灭性的打击二、四次危机接踵而至三、第一次
危机：花旗成为世界第一大银行四、第二次危机：戴着“皇冠”的美国银行关门五、第三次危机：多
米诺骨牌倒下六、第四次危机：国会往伤口上撒盐七、审判华尔街：银行家成了被告和“出气筒”八
、国会进行外国债券调查：“莫须有”的罪名出笼九、承销秘鲁政府债券：究竟错在哪里十、市场有
效理论：存在即为合理十一、股票交易业务评估：联储是罪魁祸首十二、美国新口语：银行家=流氓
十三、寻找“替死鬼”十四、米契尔含冤下台第十章　复位与复苏（1933-1939）一、华尔街上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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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家：帕金斯开始掌舵二、急中生智：“银行假日”使银行体系免于崩溃三、撇账：为大萧条画上
句号四、股东起诉董事：花旗银行接二连三当被告五、监管规则革命：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被迫“离
婚”六、花旗公司“悬梁自尽”，纽约花旗“借尸还魂”七、重拾综合化战略八、回归“现款政策”
：保守作风再现九、帕金斯赌市场利率上升：花旗银行少赚30倍十、相对萎缩的批发业务：银行总是
找不到美满的“婚姻”十一、期限贷款：山穷水复之后的柳暗花明十二、国际银行业务：让花旗银行
赚得“盆满钵满”十三、本土银行业务：继续繁荣十四、利润与业绩：再次回升十五、帕金斯的伟大
贡献与巨额遗产第十一章　战争与和平（1940-1949）一、经济预测：战争带来灰暗二、战时银行业：
为美国财政部服务三、效忠财政部：花旗银行的新任务四、战争时期的银行业务：本能不可“废”五
、员工培训与人才引进：错误的时代要做正确的事情六、重返市场：务必小心翼翼七、和平时期：为
生产和消费提供融资服务八、重建海外分行网络系统：“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九、“铁腕君
王”登基十、权力自然更迭：花旗银行走向成熟十一、规模与盈利：两个目标不得偏废十二、乔治摩
尔得到“尚方宝剑”外加一张空白支票十三、发展三类业务，巩固银行基础第十二章　回到银行主业
的轨道上（1950—1956）一、美国重新卷入战争：有利的经济形势再次出现二、从债券到贷款：“太
平盛世”时期的业务变化三、期限贷款：适合所有借款人的融资工具四、对信贷政策的监督：全行统
一审贷标准五、新领导“粉墨登场”：最高管理层再次重组六、“块块”还是“条条”：业务组织的
逻辑七、石油行业贷款组：成功的典范-八、与第一国民银行合并：“两好合一好”九、多元化的发展
趋势：全国范围的银行“结婚”高潮第十三章　资金短缺之窘境（1957-1961）一、银行的资金形势急
转直下，存款约束愈来愈硬二、通过分行网络来筹集资金：《史蒂芬斯法》成了绊脚石三、银行持股
公司法：监管者和被监管者都欢迎的法律四、成立“第一纽约公司”：刚伸出去的脚又被迫收回五、
另一次合并尝试：花旗银行再次“功亏一篑”六、市场融资：最原始的方法最有效七、“欧洲美元”
横空问世八、可转让存款单：划时代的发明九、UBS：被花旗银行“骗”了一把十、银行家经营理念
的根本性转变第十四章　走向新时代（1961-1967）一、新麻烦：贷款需求严重萎缩二、激情飞扬的新
总裁：花旗银行何去何从三、重振国际银行业务之雄风四、左右出击：海外分行再次遍地开花五、拦
路打劫：乔治摩尔“抢”大通银行的生意六、埃及和古巴：花旗银行被迫说“再见”七、海外扩张过
程：银行本土化八、为跨国公司服务：花旗再拔头筹九、欧洲美元贷款成就花旗银行十、公司银行业
务：以“首选银行”为目标十一、消费者银行业务：让花旗成为美国家庭惟一需要的银行十二、信用
卡：迟到但不落后的业务十三、增长与转移：从小口径的“银行”到大口径的“金融”第十五章　全
球性的金融服务公司（1968-1970）一、沃尔特瑞斯顿接班与花旗银行章程的修改二、“两规”障碍：
规模与规则三、借外人之手对花旗银行动“大手术”四、构建全新的组织架构：“新花旗银行”诞生
五、人事问题：压倒一切六、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有了技术保障七、吃一堑，长一智：建立更严格的
风险管理体制八、彻底解决后台处理系统：花旗银行犯了三个严重错误九、监管规则对花旗银行的严
重限制：两次失败的尝试十、“儿子生出老子”：银行持股公司问世第十六章　成功的动力一、能够
持续成功的花旗银行：稀有案例二、增长的路径与障碍：只有两种选择三、最初70年：走专业化道路
的花旗银行四、多元化：花旗银行求得业务发展五、“三条腿”：花旗银行保证目标实现的重要举措
六、非凡的经营业绩：谁与比肩七、增长动力：对合并的依赖性很小八、实现全球化金融服务公司的
梦想附录1 花旗银行历届主席、总裁及其他董事名录（1812-1970）附录2 花旗银行1834-1970年的主要
资产、负债与利润附录3 花旗银行1914-1970年的海外分行数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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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花旗银行：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诞生　　1812年，花旗银行成立时，无论是她的创立
者，还是批准她成立的监管　　部门，或者其他社会公众或企业，没有人会想到她能成为一个行业巨
人，一　　个享誉全美国、享誉全世界的金融领袖。
但事实上，她做到了，并且在很长　　的时间里，独霸全世界金融业的“头把交椅”。
一开始的时候，没有人给她　　这样的期望值，并且最初看起来，她很像是在19世纪开始25年里纽约
第一批　　要倒闭的银行之一。
在花旗银行的早期记录中，给人们的印象是，它没有什　　么突然事故发生。
　　早期的花旗银行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发展战略，也缺乏一种企业领导关系　　。
银行的运作模式和管理模式也同样不清晰、不规范(用现代管理学语言来　　讲，就是“法人治理结构
”很不完善)。
花旗银行的创立者和管理者，即那　　些商人们，一直都把银行的经营和管理放在一个很次要的位置
上，只是把银　　行当做为他们其他产业进行融资的一种工具。
对于银行来说，这是一件很可　　怕的事情。
在1837年的美国金融危机中，花旗银行几乎被推到了破产的边缘　　尽管花旗银行的起步并不平稳，
初期的发展并不顺利，但得益于“出生　　”在纽约的先天优势，(在美国早期的银行立法中，无论是
联邦银行还是州　　银行都不允许设立分支机构)在美国人分别同美国第一银行和美国第二银行　　的
政治斗争中，花旗银行却一步步地发展壮大起来了。
因此，一家银行的地　　理位置就决定了它可以去参与哪一种市场竞争，或者说，决定了它的主要业
　　务是什么。
　　由于花旗银行所在的城市——纽约，即将变成全美国的金融中心，很快　　又将变成全世界的金
融中心，因此，花旗银行就有了变成一家大银行的发展　　机会。
换句话说，如果花旗银行当时不是“出生”在纽约，那么，实在不能　　想像，我们会有今日长期称
霸于世界的花旗银行。
　　二、共和党的花旗银行　　当一家最大的公司服务于许多大客户，并在不断拓展市场的时候突然
因　　为某种原因消失了，那么，新公司就有了极好的机会去取代它。
这就是1811　　年在纽约市的银行市场上所发生的事情。
当时，美国国家银行(The Bank of　　United　States)纽约分行的营业许可证即将因到期而失效，而当
时，它已　　经是纽约市六家银行中最大的银行①。
1811年时，纽约市的其他五家银行是　　：纽约银行(Bank of New York)，创立于1784年；曼哈顿银
行(Bank 0f the　　Manhattan Company)，创立于1799年；商人银行(Merchants Bank)，创立于　　1803年
；技工银行(Mechanics Bank)，创立于1810年；联合银行(Union　　Bank)，创立于1811年。
这种情况就为新银行的出现提供了可能。
不少人“　　蠢蠢欲动”想成立新的银行，其中1811年2月写给纽约州立法机构的一封请　　愿书说：
“请求以公司的形式组建一家新的银行”，创立者准备将它取名为　　“花旗银行”(City：Bank)。
　　这些请愿者是那些每一个想法、每一句话、每一次表现和每一次行动都　　充满商业气息和“铜
臭味”的城市大商人。
1811年时，纽约因为其交通、海　　岸位置和内陆贸易等条件比竞争对手，如费城、波士顿和巴尔的
摩等城市更　　具优势而成为全国最重要的港口。
纽约的新移民们已经把纽约称为“新世界　　的伦敦”(London of the New World)。
这种先天的自然优越条件帮助纽约　　商人从美国的商业活动中得到愈来愈多的市场份额。
　　不过，商业的繁荣是以信用为基础的，而这正是纽约的“短板”。
花旗　　银行的“准创立者”对纽约的银行管理机构说，费城和巴尔的摩有更多的银　　行资本，这
就为这些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条件，而纽约则远远不及。
这　　对于要成立的花旗银行的确是一个很好的理由。
　　美国国家银行即将结束营业、关门大吉的现实使得人们对新银行的成立　　怀着更大、更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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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
美国国家银行是应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　　·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的要求在1791年
成立的，当时成立的目的　　是为了帮助美国政府管理财政资金，同时促进美国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同当　　时美国已经存在的那些银行相比，美国国家银行有着非常明显的优势，它是　　美国惟一一
家拥有联邦许可执照的银行，可以吸收联邦政府的巨额存款，它　　发行的票据在全国范围内都是法
定货币。
到1805年，除了费城的总行之外，　　它还在纽约、巴尔的摩、波士顿、查尔斯顿、新奥尔良、洛福
克和华盛顿特　　区设有分行。
而与此相比，州立银行却只有很少的政府存款，或者根本就没　　有一分钱的政府存款。
它们是单一银行，不允许拥有分行，它们发出的票据　　也不是法定的支付手段。
更有甚者，美国国家银行不仅同那些州立银行是业　　务竞争对手，还对这些竞争者发行在外的流通
中的货币量拥有一定程度的控　　制权。
它规定人们可以拒绝接受那些州立银行发行的纸币，除非它们可以兑　　换成硬币(足值的金币)。
　　虽然这种做法有利于促进全国货币流通的稳定，但它束缚了州立银行扩　　张贷款的能力。
美国国家银行拥有这么多优势，在它拥有分行的每一个城市　　，其分行都是居于领导地位的商业银
行也就不足为怪了。
　　凡事不能够太好。
美国国家银行的成功和它所拥有的权力是它遭受“灭　　顶之灾”的直接原因。
　　当1810年它的营业执照到期需要国会重新颁发时，它遇到了强烈的反对　　者，这些反对者找到
了可以“火上浇油”的两条反对意见：这家银行的大部　　分股份是由外国人持有的，并且此时美国
正处在同英国开战的前夕。
　　而那些同意给该银行续发营业执照的人则指出，该银行在政府的融资和　　财政管理方面起到了
很好的作用，并且它促进了全国货币流通的稳定。
　　诋毁该银行支持者的是一个由各方团体和人士组成的联合阵营。
它们主　　要由四个部分组成：　　(1)杰佛逊的民主党人士，他们本来对银行就很仇视，加上这家国
家银　　行又成了美国“货币权力”的化身，他们自然对它更加“恨之入骨”；　　(2)州立银行和那
些即将成为银行管理者的人们；　　(3)那些希望能够更容易获得信贷支持的农村团体；　　(4)州立
自治权力的支持者，他们控制着国会，使之不可能再颁发一张　　联邦银行执照出去。
　　接下来的双方斗争就导致了各种不同利益团体的斗争和各种思想体系的　　出现，也引起了关于
银行监管规则从未有过的旷日持久的大辩论。
　　参议院关于给美国国家银行执照是否延期的表决成了一个“结”。
1811　　年2月21日，副总统克林顿(Clinton)主导了反对给美国国家银行的执照延期　　的投票表决，
而他多年来的政敌——詹姆斯·麦迪逊总统(James Madison)　　却是希望能够给它延期。
1808年总统大选中，克林顿只是以几票之差输给了　　麦迪逊。
而他的侄子迪威特·克林顿(DeWitt Clinton)则正准备在即将来临　　的1812年大选中击败麦迪逊。
参议院的表决在支持州银行立法和反对建立全　　国性的分行网络方面树立了一个长久的典范。
　　对于花旗银行的创立者而言，美国国家银行的清算和关门实在是天赐良　　机。
它在纽约银行信贷市场上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就这样不费一枪一弹地被消　　灭了，同时潜在的制约新
银行发行银行票据能力的绊脚石也给搬掉了。
这就　　使得新近获得营业许可证的银行更有吸引力。
美国国家银行关门后，纽约市　　就只剩下五家银行了。
接下来，它们可以在票据发行上享有地方垄断特权。
　　通过发行票据，每家银行都可以从市场上以更低的成本借到资金(对于银行　　家而言，吸收存款
之后就可以按照有利的条款贷给商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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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对一个持续成功的商业企业——花旗银行所做的一个典型案例研究，花旗银行创立于1812年
，到19世纪90年代已发展成为美国最大的银行，本书详细介绍花旗银行自1812年成立以来，一直
到1970年这158年的历史，并以非常细腻的笔锋和戏剧性的手法，生动地描述和分析了花旗银行从一家
由个人控制的银行转变成一家由职业经理人管理的企业的过程。
对我们现在进行的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对我们的业务发展，对我们的金融体制创新、金融产品创新、
金融管理方法创新等都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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