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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银币的诞生到历史上的贸易战——51个经济转折点告诉你世界面貌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双色印刷，可以看图，可以跳读，像故事一样有趣，像PPT一样简明。感兴趣的欢迎下载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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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这是一本有趣的经济史读物，生动再现了“金钱”推动人类发展至今的历程。

全书共十一章，序章再现货币的诞生过程；第一、二章讲述游牧民和商人主导的陆上经济和大西洋海洋经济的勃发；第三、四章对比阐述荷兰和英国是如何构建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第五、

六章讲述美国独立战争、拿破仑战争和金融的关系，以及工业革命带来生活方式的转变；第七章讲述英国是如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帝国；第八章讲述美国的崛起历程；第九、十章介绍两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格局，以及新的经济形态。

本书内容丰富、话题有趣，可以按顺序阅读，可以参考51个转折点跳读，还可以直接读图。历史的立体呈现将为读者开启一段奇妙的时光旅行。

相关内容部分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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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宫崎正胜，1942年出生，日本人气历史学者、畅销书作家。毕业于东京教育大学文学部史学科，曾任筑波大学讲师、北海道教育大学教授、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社会·地理历史·公民部会专门委员。

现在NHK文化中心等机构担任讲师。他专攻东西文明交流史、世界经济史，致力于提高大众的历史人文素养，在日本NHK电视台播出的世界史讲座因简洁、生动、有趣而广受赞誉。著有《中东与伊斯兰世界史图解》

《世界史图解》《图解世界近现代史》《从地名与地图看世界史》《航海图中的世界史》等多部世界史普及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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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章 “经济血液”货币的两条变迁道路——西亚的银币与中华的铜钱

1　银币诞生于美索不达米亚

2　“硬币”与“通货”的诞生

3　铜钱支撑起的中华帝国

第1章 欧亚大陆的大帝国与大规模经济的出现

1　商业规模扩张至整个欧亚大陆

2　伊斯兰经济的大规模化及十进制、复式记账法的登场

3　伊斯兰世界的“汇票”和中华世界的“纸币”

4　超级帝国蒙古得以建立的地缘政治学要因

第2章 大航海时代欧洲经济的蓬勃发展

1　从海洋开始的资本主义经济

2　大规模“植物”交流的时代

3　新大陆的白银连接起来的大世界

第3章 铺设海上经济道路的小国荷兰

1　专注海洋经济的荷兰

2　郁金香球茎交易引发世界最早的经济泡沫

3　从海难事故中诞生的股份制公司

第4章 资本主义扩大，纸币与金融商品登场

1　曾允许“合法海盗”存在的英国

2　打下英国向海外进军基础的克伦威尔

3　对法战争的巨额军费带来的“国债”

4　大西洋三角贸易使资本主义持续发展

5　始于伦敦咖啡厅的保险和股票交易

6　汇票的信用力改变形式，成为纸币

第5章 金融时代的到来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崛起

1　美国独立战争与大陆纸币

2　法国大革命与欧洲最早的恶性通货膨胀

3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崛起与金融时代的开始

4　英国回归金本位制，大量发行英镑

5　未能实现经济独立的拉丁美洲

第6章 两次工业革命带来欧洲经济的发展

1　与大西洋市场联动的英国工业革命

2　蒸汽机的出现与大铁路时代的开幕

3　商品泛滥的城市型生活方式诞生

4　带来现代生活方式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5　伴随着“1873年大萧条”的欧美经济的变动

6　埃菲尔铁塔的建成和牛肉的大众化

第7章 史上最大海洋帝国英国的英镑霸权

1　综合商社般的大英帝国

2　大英帝国的根基——“印度帝国”

3　被鸦片击溃的清朝经济

4　欧洲列强瓜分非洲的战争

5　国际金本位制与世界通货英镑

第8章 从零开始飞跃发展的美国经济

1　曾经一塌糊涂的美国经济

2　南北战争为何会变成悲惨的相互残杀

3　从西部开发到称霸中国市场

4　掌握着美元的大银行与犹太人

第9章 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美元霸权

1　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实力增强的美元

2　让德国人苦不堪言的巨额赔偿金与恶性通货膨胀

3　美国资本主义的登场

4　电能的登场与电灯、电影、电器产品

5　流通革命促使大众消费社会到来

6　为应对经济危机，国家开始干预经济

7　世界性经济危机引起的大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10章 美元实力下降，亚洲经济势头强劲

1　尼克松冲击与石油危机

2　美国通过操纵利率来应对经济危机

3　日本的泡沫经济从日元升值开始

4　美国工厂向亚洲的转移与亚洲金融风暴

5　美国经济的走钢丝冒险

6　俄罗斯收入差距的扩大与中国经济的爆发式发展

7　尽管自由贸易的扩大是必需的，但是……

8　被次贷危机逼至悬崖边的世界金融

9　异次元金融缓和与新兴国家的泡沫经济

10　美国提息与新兴国家的经济泡沫

附录 世界经济重大变迁图表

读者评价

一口气读完，对于经济学入门级小白太友好了，从古代货币的产生到经济中心的逐渐转移，银行，公司，股票的产生，大航海时代的殖民地扩张，南海经历泡沫，一战二战的起因和后果，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和崩溃，

次贷危机，亚洲的发展新势头，顺便还带了一丢丢对未来的展望。挺正能量的小册子。

史实部分我查阅了一下其它记载，算比较准确，总体来说知识框架完整清晰，各种图表图示一目了然，总结性叙述较多，有点像一个经济史优等生的学习笔记。语言也通俗易懂，所以真的很推荐有兴趣的中小学生的阅读，

我小时候能接触到的课外读物太少太少了，很多知识现在才开始学起，遗憾啊。

顺便说一句，其实看这类书籍最好不要带着民族情绪，本身就是历史的客观性总结，其实战争也好，掠夺也好，都没有什么正义不正义，这世界一切问题不都是围绕着财富如何分配吗。发达国家不过是先我们一步，

他们都经历过疯狂的试错，全球化是一个过程，一切都还在变化中，不过我相信未来一定比现在美好。

《世界经济简史》读书笔记

龙多?卡梅伦的《世界经济简史》认为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为人口、资源、技术和社会制度这四个要素的混合作用。每个要素不是单个变量，而是一组变量。人口要素除了人口数量外，还包括年龄、性别、体质等。资源要素素除了土地数量外，还包括气候地形、地理位置等。社会制度除了国家阶级外，还包括公司组织、家庭结构等。这四要素中，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最强动力来源。人口数量的自然增长必然带来经济总量增长，但能否带来人均经济量的增长就不一定了。人口数量递增到一定程度，必然要受到自然资源的制约，一过临界点，人均经济量反而会递减。而技术创新是突破资源约束，使经济继续增长的唯一方法。社会制度对技术创新有时有促进作用，有时有压制作用。所以这四个要素与经济总量的关系并不能简单地用数学的公式描述，这就是历史的复杂之处吧。

龙多?卡梅伦的《世界经济简史》写到：“一个领域发生的进步会刺激其他领域的进步。”人类进入农业社会，定居下来，需要盖更坚固的房子，于是学会了用粘土烧砖，烧砖的过程中又学会了制作陶器，制陶用的轮盘又变成运输用的车轮。制陶业和运输业的发达又促进了贸易，贸易的发达又催生了用于记账的文字。这就是现代研发术语中的“副产品”或“附带结果”。这一切的前提是劳动分工，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劳动分工代表专业化，而专业化带来的是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

龙多?卡梅伦的《世界经济简史》认为在西罗马帝国灭亡的种种原因之中，最关键的一点是奴隶制度对生产技术创新的制约。“罗马工程师的才华表现在道路、输水渡槽和穹顶建筑上，但在提高机器效率方面却表现平平。”因为在罗马帝国扩张初期，大量外族被征服，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奴隶。由于劳动力廉价，用牲畜或机器改进与提高生产力的收益就不明显。而到了帝国晚期，虽然劳动力价格上涨，然而奴隶制度已经根深蒂固，正如圣保罗所言：“主人和奴隶必须接受现在各自的地位……否则尘世就不存在了。”所以当时很少有人会去思考能减轻劳动力负担的技术发明。“一个以奴隶为基础的社会可能会创造出艺术和文学杰作，但不可能创造出持续的经济增长。”

上次讲到古罗马的文艺发达而技术停滞，中世纪的西欧却恰恰相反，文艺沉寂而技术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农业方面出现了重轮犁和三轮耕作法，这大大提高了粮食的产量，进而促进了人口的增长和城市的复兴。在纺织业方面出现了踏板织布机、纺轮和水力驱动的漂洗作坊。在冶金业方面出现了水力带动的风箱和大型杵锤，14世纪初出现了第一代的现代鼓风炉。龙多?卡梅伦在《世界经济简史》中写道：“不像以前教科书所描述的，中世纪的人们绝不是因循守旧或墨守成规的……为我们发明眼镜和机械钟的是中世纪的白铁匠，而不是古典哲学家。”“所有这些变革意味着中世纪人们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重新定位……宇宙不再神秘莫测……人类可以了解自然，并战胜自然为己所用。”

上次讲到中世纪的技术创新促进了西欧的人口发展和城市复兴。与城市相生相伴的是商业贸易的发展。中世纪的欧洲出现了公司的雏形。龙多?卡梅伦在《世界经济简史》中写道：“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一种合伙制形式，譬如，一位年老的商人可能因不堪旅途困顿，就由他出资，寻找能航海的商人具体操作，利润的分配通常是四分之三归坐收的出资人，四分之一归实际操作的合伙人。这样的合同在地中海的海上贸易中十分常见。”出资人除了商人，还有寡妇、基金会、宗教机构、孤儿的委托人等。随着贸易量的扩大和商业惯例的标准化，合伙制就演变成公司了。12世纪，银行业也发展起来，其中一个原因是当时铸币的繁杂和混乱。各国的国王、公爵、伯爵，甚至大修道院竞相铸造货币，以致货币出现了不同的规格、重量和含银量。“货币兑换者在交易市场和商业城市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的业务就是分辨不同种类铸币的价值。从他们的行列中走出了许多银行家。”

龙多?卡梅伦在《世界经济简史》中写道：“黑死病是中世纪经济危机中最严重的事件，但它绝不是危机的起源或原因。”黑死病爆发于1348年，而早在1315—1317年，大饥荒就席卷了北欧。气候也开始恶化，冬天变得更湿冷，农作物减产，洪水频繁。人口的膨胀和不断的开荒，挤压了牧场，蛋白质食物减少了。“食物供给越来越不稳定，城市和城镇拥挤不堪，卫生设施简陋缺乏，这些都使人们更易传染到流行病。”然而，黑死病却使价格—工资的剪刀差突然逆转了，随着城市人口巨降，食品价格暴跌，工资水平却因劳动力的短缺而上升了。比如英国就进入了“农业劳动者的黄金时代”。其他西欧地区，市场的力量也使农奴制彻底瓦解，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尽管黑死病十分可怕，事实却证明它起到了“宣泄净化作用”，从而为15世纪开始的大航海时代铺平了道路。

龙多?卡梅伦的《世界经济简史》认为，通货膨胀是收入与财富在个人和社会团体之间的再分配，“受益的是那些收入具有价格弹性的人群，如商人……利益受损的是那些挣工资的以及只有固定收入且收入变化缓慢的人群。”16世纪，西班牙从美洲向欧洲输入大量白银，导致了欧洲货币大幅贬值，物价飞涨，史称“价格革命”。关于价格革命的成因，史学界尚存争论。也有人认为是人口的自然增长和技术停滞导致了通货膨胀。在人口增长而生产力不变的情况下，粮食的需求增加而产量不变，导致了价格的上涨；而人口的增加又降低了工资价格；这一增一降，农的生活就越发困难了，同时贵族的地租收入也受到了影响。“价格革命的后果就是农民与贵族阶层的贫困化以及资本主义的兴起。”价格革命的教训对于今天仍有指导意义，那就是技术创新以提高生产力，是解决通货膨胀，维持经济健康增长的最关键因素。

16至18世纪的欧洲，各国普遍实行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被称为“重商主义”。“重商主义”一词原是亚当·斯密的发明，含有贬义，他认为那些政策干涉了个人的“天赋自由”，导致了资源的不合理配置。然而到了19世纪，在强大的普鲁士霸权统一下的德国，一批历史和经济学家却把“重商主义”视为楷模。直到今天，政府干预的经济与自由发展的经济，孰优孰劣，仍然是争论不清的话题。不管怎样，“重商主义”在当时的欧洲普遍存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由于各国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历史文化的差异，导致各国的经济政策也是各不相同，其结果也是有成有败。还有一些政策则让人哭笑不得。龙多·卡梅伦在《世界经济简史》中写到，光荣革命后的英国，议会颁布的法律规定，尸体必须用羊毛裹尸布埋葬，这是为了拉动毛纺织业的需求；又规定新教徒比天主教徒多几天“吃鱼日”，期间不准吃肉，这是为了推动渔业的发展。

经过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初期这几十年的发展，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这一历史进程被称为“工业革命”。然而龙多·卡梅伦的《世界经济简史》却认为，“工业革命”是一个措辞不当的名称。正如英国经济史专家艾士敦所说：“这些变革不仅仅是发生在工业，同时也发生在社会和知识层面。‘革命’隐含的是变革的突然性，而经济变革的过程事实上不是突然的。”由于当时的学者不习惯采用定量分析，只习惯用“突然”、“迅猛”这种词来形容经济的变化；而现代的学者在计算过大量的工业产值、国民收入等变量后，并未发现其变化有何“迅猛”之处。所以，“工业革命”的称谓包含两方面的偏颇：一是忽略了工业领域之外的变化，尤其是知识领域，“知识界的变革意义最为深远，因为它能引发并推进其他领域的变革。”二是过于强调变化的速度，然而任何历史的进程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

拿破仑的独裁统治，实际上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过激举动的修正。龙多·卡梅伦在《世界经济简史》中写道：“拿破仑的天赋和好运就在于，他能够把高度理性的大革命成就，同1000多年历史积累下来的根深蒂固的习惯、传统综合起来。”起始于大革命时期，完成于帝国时期的拿破仑法典，最能体现出这种综合，它是传统的罗马法与新兴的革命法的一次经典折中。但它却保留了大革命的基本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受宗教约束的世俗国家；道德自由和经济自由。1804年颁布的由中产阶级撰写的《民法典》是诸法典中的经典，其确立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契约自由、有息贷款等理念，影响巨大。在拿破仑曾经侵略过的国家，法军最终撤离了，但《民法典》却留了下来，成为各国制订法律的样板。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然而在19世纪末它被美国超越了，在20世纪初又被德国超越了。统计数据也反应了英国的颓势，1856至1873年，其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仅为2.5%；1873至1913年，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竟然为零。龙多·卡梅伦在《世界经济简史》中认为，英国的衰退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企业家的不思进取，那些创业者的子孙们，“一味地陶醉在悠闲典雅的老式绅士生活中”，对新技术和高科技漫不经心。二是教育的落后，英国是西方大国中最迟普及公共教育的；并且极少有大学重视科学和工程教育，他们仍然执着于培养那种最典型的绅士阶级的后代。

19世纪德国工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卡特尔的普遍存在。在德国，垄断组织不仅合法，而且势力强大。其数量从1875年的4家增长到1914年的接近1000家。龙多·卡梅伦在《世界经济简史》中写到，基本经济理论认为卡特尔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而限制产量，但在德国这个论断站不住脚，因为德国的总产出一直持续快速增长。解释这个悖论的关键则在于“保护性关税”制度。通过此制度，卡特尔在国内市场人为抬高物价，而对国外市场以低于平均成本的价格倾销，以国内高价弥补国外低价，从而总体盈利。这种模式与当代中国为了刺激出口而施行出口退税有异曲同工之处。

19世纪的欧洲，早期完成工业化的国家有英国、比利时、法国、德国，这些国家的显著特点是煤炭资源丰富（法国稍逊，但可以从比利时大量进口），那无疑是一个属于煤炭与钢铁的时代。晚期完成工业化的国家有瑞士、荷兰、丹麦、瑞典、挪威，这些国家的特点是矿产资源不足，但人口识字率高，主要依赖国际市场，靠出口高附加值工业品发展经济。而到了19世纪末期，水力发电兴起，部分地弥补了这些国家的煤炭不足。其他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俄罗斯等，则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还未能完成工业化，这些国家的特点是人口识字率低，农业落后，政府腐败。

马克思和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一种经济现象：资本主义世界竞争加剧，大企业吞并中小企业；大企业资本积累加快，而大众购买力不足，导致利润率下降；资本家于是诉诸帝国主义，为剩余资本和产品寻找海外市场。然而龙多·卡梅伦在《世界经济简史》中有不同的观点：1914年前，法国的出口品只有10%运往法属殖民地。殖民地人口稀少，生活贫困，难以支撑起重要的市场。工业化国家之间的贸易量远远大于宗主国与殖民地的贸易量。投资也是如此，法国对殖民地的投资不足10%，而对俄国的投资超过了25%。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如美国和日本，实际上是净债务国。帝国主义的起因其实是政治上的考量，比如俾斯麦转向帝国主义，就是借此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转移国内的社会矛盾。也有一些国家仅仅是为了提高声望。19世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盛行，欧洲人宣扬其种族和文明的优越性，则为帝国主义提供了心理和文化层面的注脚。

龙多·卡梅伦在《世界经济简史》中指出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的成因，包括一次大战及战后合约、金本位的崩溃、贸易的中断等。一战使欧洲的经济遭受重创，除了战火的直接破坏，战时政府对经济的管制严重扭曲了正常的经济关系。战时各国贸易中断，海外投资巨减，通货膨胀严重。战后中东欧分裂出许多新的国家，各国保护主义盛行，阻碍了贸易的恢复。复杂的战争赔款问题使各国货币体系陷入混乱。一战前，英国的商业、金融和工业世界领先，其自由贸易政策和金本位制对稳定世界经济起到了关键作用。而战后美国取代了英国的地位，却不愿意发挥领导者的作用，这延长了萧条的时间。在中国教科书里饱受赞誉的“罗斯福新政”，实际上对摆脱大萧条收效甚微，“工业复苏的进展令人失望，1937年经济还没有达到充分就业又遭遇了新的萧条。1941年美国仍有600多万失业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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