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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最早的经济危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史书并没有明确的记载。
我们只知道，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记载的经济危机，是1637年荷兰郁金香泡沫导致的经济大震荡。
然而直到今天，人们对这次因投机导致的经济震荡是否应该划为第一次经济危机仍存在分歧。
产生分歧的原因其实很简单，虽然1637年的郁金香泡沫在荷兰导致了商人破产、经济萧条、社会动荡
等结果，但这次危机并不是由企业生产过剩所致，所以在很多专家学者眼里，它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
的经济危机。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经济危机是具有周期性特点的，因此，真正的第一次经济危机，应该从1788年的
英国开始。
1788年的英国，经历了工业革命的洗礼，原先的手工制造业、家庭作坊因采用了新发明的种种先进科
学技术而变成了工厂，从而使产品的生产速度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程度。
然而，商品虽然增多了，人们的消费能力却并没有相应跟进，因此，具有周期性特点的经济危机也就
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早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多围绕着英国爆发，这与英国的工业革命与殖民侵略有很大关系。
工业革命大大推动了英国的工业进程，也使英国的经济获得了蓬勃的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殖民地策略为英国制造出来的商品寻找到了更大的销售地。
然而，在消费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即使是拓展殖民地市场，源源不断大量制造出来的商品仍然得不到
有效消化，这个时候，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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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的坏脾气：1637-2008全球经济危机史》通过对经济危机史的梳理，让读者了解每一次经济
危机爆发的原因，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各国拯救经济危机的策略。
1637年荷兰郁金香投机泡沫是人类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一次经济危机，从那以后，经济危机就像甩不
掉的影子纠缠着各国经济的发展。
虽然每一次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其中却又总能发现一些共同的因素，比如繁荣、贪婪、
投机⋯⋯　　每次经济危机的爆发，总是伴随着各个国家经济力量与政治力量的博弈，甚至国与国之
间的较量与竞争。
而这一切，在危机之前只是暗藏水底，是经济危机让它们浮出水面，激荡冲突。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
已经融入全球经济的中国也要思考2008年的经济危机，如何迎战？
如何应对？
历史不能给我们答案，却可以给我们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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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1637：一个“洋葱头”引发的经济危机最早的证券交易所郁金香引发的热潮失控大国衰落历史
的重演第二章 1719：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要繁荣，发纸币疯狂的“劳氏股票”被诅咒的银行第三
章 1720：英国的“南海骗局”政府主导的“圈钱计划”“投机公司”的兴起泡沫公司取缔法“股份公
司”被禁止第四章 1788～1823：生产过剩的经济阵痛“企业”出现生产开始过剩危机重重再度爆发转
嫁危机，众国遭殃第五章 1825：热钱在英国游荡热钱涌动投机也疯狂从银行开始破产危机蔓延，国际
动荡第六章 1837～1843：英美大震荡投资铁路向美国倾销总统点燃导火索余震在继续扩大出口，却加
重了危机第七章 1847：众国癫狂为了大英帝国的利益铁路上的疯狂谁都逃不掉发现金矿与欧洲革命第
八章 1866：英格兰春天的噩梦为棉花而战铁路上的繁荣奥弗伦-格尼银行破产股份制的疯狂两把达摩
克利斯之剑被打开的潘多拉魔盒第九章 1873：“震心”到美国英国的没落黑色星期五迟钝的约翰牛垄
断组织诞生第十章 1882：一个被人忽略的年份短暂的繁荣再现危局英法的噩梦摩根拯救了美国三大影
响第十一章 1900：新世纪的警钟钢铁帝国的辉煌萧条与繁荣“国王”死了战争即将来临第十二章 1929
～1933：大萧条柯立芝繁荣危机暗藏大灾难与警觉者顽固的胡佛罗斯福新政全球同萧条自由经济的终
结第十三章 1970：幻想破灭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越南战争拖累了美国繁荣背后的隐患“冻结尼克松
！
”第十四章 1973～1979：石油战争西方世界的油库1973，最黑暗的一年不稳定的“稳定之岛”震动中
的美利坚大转折第十五章 2008：危机进行时新世纪的惊雷“不死猫”也死了次贷危机冰岛：国家破产
！
二十国峰会中国：并非这边独好后记 一次艰难的跋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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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1637：一个“洋葱头”引发的经济危机最早的证券交易所虽然还有很多人不认同把1637年荷兰
的郁金香投机泡沫看作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经济危机，但我们认为，要想给读者一部全面完整的经济
危机史，就有必要从这一次投机所引发的泡沫危机开始。
1566～1609年，荷兰爆发了反抗西班牙殖民的独立战争。
摆脱殖民统治后，荷兰的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
在当时，荷兰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三大支柱：一是东印度公司的组建；二是阿姆斯特丹银行的成立；
三就是强大的商船。
凭借这三大支柱，荷兰成为东方贸易的霸主、欧洲金融的中心和世界性的“海上马车夫”。
由于地处西北欧的低地，临海的地理位置使荷兰很早就拥有相当的海上贸易规模。
荷兰独立后，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很快，商业、海洋运输业、金融业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荷
兰也一跃成为西欧的一大强国。
当时世界各国的商船普通建造有可以架设火炮的平台，这可以有效地防止海盗的袭击。
为了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富有冒险精神的荷兰人对商船进行了改造，建造出了一种仅能运输货物而
不可装置火炮的商船。
在当时，由于海盗肆虐，这样做的风险显而易见。
可以说，荷兰人把每一次的航行都变成了一次充满风险的命运赌博。
但同时，这样做的好处也是显然的。
通过丢弃火炮，荷兰人造船的成本降低了很多，价格仅有英国船只的一半，于是货物的运费也低了很
多。
即使这样，荷兰人为了能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他们又设计出了一种特殊的船只：一种船身很圆、肚
子很大而甲板很小的船只。
这样做是因为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船只所缴纳的税款取决于甲板的宽度，甲板越窄，付的钱越少。
无疑，荷兰人采用这种船利润也就越来越多。
当然，要想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仅仅依靠特殊的船形显然是不够的，最终决定胜负的关键，还是
那些驾驶船只的人。
在1596～1598年期间，一个名叫巴伦支的船长在航经三文雅（地处北极圈之内）时，和17名水手全部
被困冰封的海面。
在其后漫长的8个月时间里，有8人死去，但他们却做了一件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他们丝毫未动别人
委托的货物，尽管这些货物中就有可以用于挽救他们生命的衣物和药品。
终于，冬去春来，幸存的人们把货物几乎完好无损地带回荷兰，送到了委托人手中。
荷兰人的冒险精神和这种信守商业承诺的行为，对荷兰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并最终使
荷兰成为当时最强大的海上贸易国。
由于海上贸易的不断扩大，从1595～1602年间，荷兰陆续成立了14家以东印度贸易为重点的公司。
为了避免过度的商业竞争，这14家公司进行了合并，组成了一家联合公司，也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
荷兰当时的国家议会授权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起好望角，西至南美洲南端麦哲伦海峡具有贸易垄断权
。
荷兰东印度公司由位于阿姆斯特丹、泽兰省的密德堡市、恩克华生市、德夫特市、荷恩市、鹿特丹市
六处的办公室所组成。
其董事会由70多人组成，但真正握有实权的只有17人，被称为17绅士，其中阿姆斯特丹8人、泽兰省4
人，其他地区各1人。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权力之大，令人惊讶。
它是第一个可以自组佣兵、发行货币的公司，也是第一个股份有限公司，被获准与其他国家订立正式
条约，并对该地实行殖民统治。
与此同时，海上贸易的优势使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成为了当时国际商业的中心。
但是，1609年以前，内外硬币的混乱给荷兰贸易和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荷兰迫切需要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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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的货币体制。
在这样的情况下，1609年，世界上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在阿姆斯特丹成立。
到17世纪中叶，阿姆斯特丹已成长为欧洲的股票交易中心，其证券交易所已经类似于现代证券交易所
，不仅存在着买方与卖方之间的直接股票转让，也存在着通过证券经纪人进行的间接股票转让。
他们发明了一种新的贸易方式，每年买卖大量的白兰地，但从来不发生货物的移交，买方与卖方的盈
利或亏损都取决于在约定的交货日子白兰地的价格。
与之前出现的银行相比，阿姆斯特丹银行能够提供高质量的银行货币，其银行账户持有者可以随时处
置自己在银行账户的结余，这使得它提供的银行货币和票据具有高度的安全性与便利性，从而使得阿
姆斯特丹银行成为地区商业首要的清算银行。
随着对荷兰货币日益增加的信心和阿姆斯特丹世界贸易惊人的扩张，阿姆斯特丹银行开始具有国际性
质。
在商船、股份有限公司、银行这三大支柱的支持下，荷兰在17世纪早期成为欧洲各国中经济最发达和
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而且，荷兰人的冒险和创新精神在这一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股票、商品交易、保险还是公
司管理办法——荷兰不是这些东西的发明者，就是把它们发展到新高度的革新者。
冒险与创新精神给荷兰带来了经济与金融的繁荣，但同时，危机也在悄悄逼近。
经济的繁荣已经给荷兰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而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的成立，又给大家创造了一
个可以进行期货交易，牟取暴利的平台。
在这样的背景下，荷兰人，以及当时西欧各国的商人，都聚集在阿姆斯特丹，寻求一切可以投机的事
物。
富有让荷兰人不再对白兰地这样的实用物品产生投机兴趣，他们开始把目光转向“美术品”。
俗话说得好：“乱世存粮，盛世养花。
”在如此殷实的社会大背景下，荷兰人选择了郁金香作为投机对象，于是危机就悄然来临了。
郁金香引发的热潮1554年，一个名叫布斯贝克的人在土耳其的亚德里亚．诺泊尔看到了一种以前不认
识的花，当他询问花名时，主人说了一个土耳其单词“头巾”（Turban），因为这种花看起来与东方
的头饰有些相像。
后来郁金香被布斯贝克带到了中欧，在那里受到了人们热情的欢迎。
但是几年以来，这种花也只是用于装点坐落在市内通航运河岸上的市民住宅的庭院。
后来人们又培育了新的品种，但也只有喜爱庭院的人才对郁金香的鳞茎感兴趣。
虽然人们对这种高贵的植物的需求与日俱增，但郁金香的价格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理性的范围内。
1593年，法国植物学家克卢修斯受聘担任荷兰莱顿大学植物园的主管，他随身携带了一些郁金香球茎
来到荷兰。
第二年春天，荷兰的第一朵郁金香盛开了。
一时间，高雅脱俗的郁金香成了莱顿上层社会谈论的焦点。
或许是物以稀为贵，又或许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许多王公伯爵开始陆续登门拜访，以求得一株郁金
香，但克卢修斯一概拒绝。
不过，一个偶然的事件使郁金香得以在市面上流通：一个窃贼趁克卢修斯不备盗窃了许多球茎，然后
以低廉的价格出售，这使得郁金香在荷兰各地流传开来。
与郁金香在荷兰流传开来的同时，还有这样一个浪漫的传说：古时候，在雄伟的城堡里住着一位美丽
的少女，有三位勇士同时爱上了她。
为表达爱意，他们一个送了顶皇冠，一个送了把宝剑，还有一个送了块金子。
但少女对三人都不钟情，只好向花神祷告。
花神深感爱情不能勉强，遂把皇冠变成鲜花，宝剑变成绿叶，金子变成球茎，美丽的郁金香就这么诞
生了。
当然，这个浪漫的故事是荷兰的花商们为了推销郁金香编织出来的。
但故事一经传开，更促使了人们对郁金香的钟爱。
不久，具有浓郁外国情调的郁金香，就成为荷兰人见人爱的花卉品种。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经济的坏脾气>>

高贵、优美、鲜艳的郁金香，深深地吸引着好奇的荷兰人，尤其是那些带有美丽杂色花纹的稀有品种
，更令他们爱慕之至。
权贵豪富甚至专门派人去土耳其，以高价购买郁金香。
举国上下掀起了一股“郁金香热”，人人都以拥有郁金香为荣，以欣赏郁金香为雅，以婚嫁时手捧郁
金香最为时髦。
郁金香成为了一种社会身份和财富地位的象征，由此价格也变得越来越昂贵。
很快，对郁金香的狂热和追逐就成为一种时尚，流传到了德国、法国等其他欧洲国家。
有人说，17世纪的欧洲属于一个充满炫耀、猎奇和好大喜功的时代，花园、鲜花是贵族和商人们奢华
生活的一部分。
实际上，无论什么时代，社会上层阶级总是渴望得到代表尊贵地位的标志，现在可能是法拉利跑车、
游艇和私人飞机，而那时，豪宅、花园和鲜花，特别是充满异国情调的郁金香，则是他们追逐的目标
。
正是由于上流社会对郁金香的追捧，拥有和种植这种花卉逐渐成为享有极高声誉的象征。
一般达官显贵家里都摆有郁金香，作为奢侈品向外人炫耀。
一块豪华的郁金香贴片、一次用郁金香加以装点的聚会，甚至奢侈地装饰着郁金香的窗框，都成为昭
示社会地位的手段。
受到如此狂热的追捧，郁金香的价格不断攀升，机敏的荷兰投机商开始大量囤积郁金香球茎以待价格
上涨。
囤积进一步抬高了郁金香的价格，价格的不断攀升又反过来助长了荷兰人的投资热情。
在17世纪初的法国，人们就已经为品种稀有的郁金香开出了离谱的高价。
据说在1608年，一名磨房主卖掉了自己的磨房，为的就是一只罕见的郁金香球茎。
更有甚者竟然用价值3万法郎的珠宝去换取一只郁金香球茎。
在当时，巴黎的时尚女子上街，如果能戴上一朵郁金香作为装饰，便会觉得身价倍增。
另据记载，巴黎的一位富家小姐出嫁时，所有的嫁妆竟然就是一株稀有品种的郁金香球茎。
相比之下，朴实、认真的荷兰人没有巴黎人那么时尚、浪漫。
但人们的赌博和投机欲望是如此强烈，美丽迷人而又稀有的郁金香不免成为他们猎取的对象。
在舆论的鼓吹之下，人们对郁金香的倾慕之情愈来愈浓，最后表现出一种病态的倾慕与热沈。
人们开始竞相效仿，疯狂地抢购郁金香球茎。
起初，球茎商人只是大量囤积以期价格上涨抛出，随着投机行为的发展，一大批投机者趁机大炒郁金
香。
一时间，郁金香迅速膨胀为虚幻的价值符号，令千万人为之疯狂。
在这一过程中，让人不可思议的一幕幕在惊人地上演着。
譬如在郁金香培植过程中，经常会受到一种“花叶病”非致命病毒的侵袭。
这种病毒使得郁金香花瓣呈现出色彩对比非常鲜明的彩色条或“火焰”，荷兰人极其珍视这些被称之
为“稀奇古怪”的受感染的球茎。
“花叶病”非但没有动摇人们的投资热情，反而促使人们更疯狂地投机，甚至不久之后，公众一致的
鉴别标准竟是“一个球茎越古怪其价格就越高”！
由此也可以看出，大多数郁金香的购买者是毫无种植或观赏意图可言的，郁金香只是他们眼中“低买
高卖”这一游戏的代名词，他们甚至根本不再理会郁金香为何物。
事实也正如他们所期望的那样：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原本定价就很高的郁金香获得了高达20倍的
增值机会。
也就是说，只要你参与进来投机，假设投资1000美元，一个月后，像吹气球一样，你的投资就可以变
成2万美元！
现在，你应该明白郁金香是如何让人不计代价、令人着迷、使人疯狂的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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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首先声明一点，我不是经济学家，所以此书的写作对我来说备感艰难。
之所以要写作本书，还要归结于一次偶然的机会。
当金融危机已经在全球引起连锁反应，并影响到中国之后，我因需要到图书馆查找相关资料。
搜查结果让我大吃一惊，因为在几家图书馆都找不到全面介绍世界经济危机史的图书。
后来到网上搜索，发现此类资料也是寥寥无几。
偶尔有几篇文章涉及到历史上有名的几次经济危机，也是几笔带过，既没有写出每次危机爆发的原因
，也没有写出危机爆发后对社会、大众的影响。
至于各国针对历次经济危机的拯救措施，也很少有文章涉及。
发现这个问题后我想，2008年的经融危机已经影响到了我们每一个人，而我们竟然对它一无所知，甚
至连相关资料都没有，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吗？
市场上充斥的各类“战争”类图书，虽然从各个不同的侧面让我们知道了一些危机爆发的原因，但却
无法满足我们了解整个经济危机史的欲望。
既然找不到这一类的图书资料，那就自己写一本吧。
主意一定，我就开始寻找一切可能找到的资料。
虽然知道不好找，但没想到其困难程度，仍然超过了想象。
网络上是不可能有多少资料的了，那就只能去图书馆寻找。
先去了国图，发现资料不全，只好又发动身边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到各大学的图书馆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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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济的坏脾气:1637-2008全球经济危机史》是唯一介绍历次经济危机真相的经典之作，全面披露历次
经济危机的国家应对策略。
经济与政治的博弈，国家与国家的较量，尽在每次经济危机中大暴露。
再现历次经济危机爆发始末，破解经济危机迷雾中的密码！
在历史中寻找规律，在规律中寻找出路！
1637：一个“洋葱头”引发的经济危机1719：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1720：英国的“南海骗局”1788
～1823：生产过剩的经济阵痛1825：热钱在英国游荡1837～1843：英美大震荡1847：众国癫狂1866：英
格兰春天的噩梦1873：“震心”到美国1882：一个被人忽略的年份1900：新世纪的警钟1929～1933：大
萧条1970：幻想破灭1973～1979：石油战争2008：危机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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