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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书快递

《巴西的经验》

作者：（美）詹姆斯·戴尔·戴

维森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内容简介：

长眠于巴西大地的奥地利作

家斯蒂芬·茨威格曾经预言：“巴

西是一片未来之土， 它也将永远

处于未来。 ”

如今， 这个与中国一同崛起

的金砖之国， 正努力走出这一宿

命，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这其中，有投资嗅觉最灵敏的

美国人，并不失时机地推出了这样

一本研究巴西与美国比较优势的

书。《巴西的经验》找到了巴西走出

历史宿命的内在逻辑，同样也为出

海寻求机遇的中国资本提供了另

一种选择。本书内涵绝非书名所能

全部表达。它不仅告诉读者巴西即

将成为美洲又一众所周知的强大

国家，而且向读者更为全面地描述

了能源消耗、小冰河时期以及债务

主义的深层影响。

作者简介：

詹姆斯·戴尔·戴维森，《战略

投资》的主编和创办人，他和同事

准确预测了日本股灾、 柏林墙倒

塌和前苏联解体。他不仅与比尔·

邦纳共同创办了

Agora

出版集团，

而且还是媒体网站

Newsmax

的缔

造者之一。 他还创办了非营利组

织全美纳税人联盟， 同时担任巴

西

OBH

公司 （

Ouro do Brasil

Holdings

）董事长。

股海中笑傲牛熊的猎手

□海清

安德烈·科斯托拉尼的一生

就是一部投机史，他将自己在投

机中的获利经验进行总结，以通

俗易懂的方式向大众描绘着投

机世界。 怎样克服人性中的贪婪

和恐惧，如何在股市中把握买卖

时机， 并找准下一个暴富点，科

斯托拉尼在本书中结合他毕生

的股票操盘经验、投机经历及人

生感悟，为我们讲述他作为一个

传奇的股市神猎手投资股票的

成功法则。

本书是科斯托拉尼一生投资

智慧的结晶， 其中不仅有他对各

种投资、 投机市场的拨云见日透

彻剖析， 还有他一生经典的投资

案例。 全书在为投资者提供启发

和思考的同时， 更为广大投资者

如何在股市中获利指明了方向，

是成功的股市操盘手和投资人必

备的枕边书。

科斯托拉尼不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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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最

伟大的股市见证人之一， 更是巴

菲特敬仰的股市导师。 他有着犹

太人的精明，德国人的严谨，匈牙

利人的浪漫。 科斯托拉尼在十几

岁的时候就开始了他的投机生

涯， 并在

35

岁的时候就积累了足

够养老的财富，

80

岁的他甚至还

可以驾驶着法拉利在慕尼黑的大

街上呼啸而过。

作为一个特立独行的投机

家， 科斯托拉尼从不盲目跟随市

场。他至少经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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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股市危机，

并不止一次在危机中倾家荡产。

科斯托拉尼著有 《一个投机者的

告白》、《货币与证券市场》和《大

投机家的证券心理学》 等经典著

作。 科斯托拉尼经常教导他的学

生：在股票市场上成功，不是靠计

算，而是靠思想。

孙子云， 兵无常势， 水无常

形。 以它来形容瞬息万变变化无

常的股市， 从高度随即到不可预

测，各种理论、方法、公式都随着

股市的跌宕起伏而前行。 不论股

市老手，还是初涉股海的菜鸟，谁

都想在其中捞到金钱。 如此凶险

又如此诱人的股海翻波成就了不

少瞬间的富豪， 也会让腰缠万贯

的巨贾顷刻间一贫如洗。 股市是

天堂也是地狱， 它是胜利者的后

花园，也是失败者的坟场。投机的

历史如同人类历史那样久远。 包

括许多著名的历史人物， 都属于

“投机者家族”的成员：声名远播

的牛顿爵士， 尝试的股市投机以

失败而告终， 以至于后来禁止别

人在他面前提“股市”二字；伏尔

泰则以外汇投资客的身份声名鹊

起。 他从德累斯顿购买贬值的纸

币走私到普鲁士， 然后换成银币

而大发其财。 牛顿说：“我可以准

确地测算天体运行的轨迹， 但我

无法预测疯狂的人们会把股市推

向何方。 ”

能够卓有成效进行投资的人

凤毛麟角， 大多数人是股市的输

家。投机者则必须勇敢、投入和睿

智。正如科斯托拉尼所言，投机可

不是那么简单， 投机者就是高智

商、有头脑的交易所投机手。他能

正确预测经济、 政治和社会发展

的动向，并能设法从中赢利。但交

易所里的人群中没有几个好榜

样， 绝大多数交易所参与者都不

经思考， 慌乱地在交易所跑来跑

去。 如果你进入股市想稳赚不赔

的话，那大错特错了。大投机家科

斯托拉尼谈到自己的投机经验时

透露：“我的大部分经验是在损失

惨重的交易经过中获得的。 因此

我也可以说， 一位交易所投机者

一生中没有至少两次破产， 他就

不配得到这一称号。 ”

投机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

影响不亚于工业革命， 它满足了

工业革命的需求， 在巨大的摇摆

波动中，催生了许多新发明、新企

业，从而又魔化了想象力。投机的

狂热满足了产业革命的需求，而

随着新发明新企业的不断涌现，

股市投机的圆舞曲又重新奏起；

名目繁多的项目说明书， 无数花

样翻新的投资建议， 引诱着股民

大众； 一些一夜暴富的成功投机

家的财富诱惑着股民大众。 需要

注意的是， 繁荣和危机如同一对

密不可分的搭档，它造就股市，同

时也能毁灭股市。投机者的狂热，

金融寡头和股市操纵者的炒作，

一次次把股市推向崩溃。 跌到谷

底的股市， 又随着新的发明新的

工业革命再生。

从发迹地巴黎起步， 立志要

成为百万富翁的科斯托拉尼，投

机提得起，放得下。每一次冲击到

谷底，都让他弹得更高。经历过金

融危机的打击， 在股海中起起伏

伏的科斯托拉尼， 在资本主义经

济危机哀鸿遍野时获利颇丰。 他

认为， 所谓的成功者就是踩着别

人的尸体，触摸到太阳的人。

1929

年金融灾难， 通过看跌中赚得盆

满钵满的科斯托拉尼， 已无心享

受孤独的狂欢， 甚至为瑞典火柴

大王克鲁格尔的自杀而忏悔。 苦

涩回味后， 他觉得还是通过经济

繁荣来赚钱更美好些。 自此他从

一个看跌投机者， 彻底转变成一

个看涨投机者。

仅是跃向前方的一小步

□张凡天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新制

度经济学鼻祖罗纳德·哈里·科斯

百岁高龄仙逝，却“热爱着中国九

十多年”。他不仅认为炎黄子孙的

天赋与文化皆独步天下， 还坦率

中肯地提出中国缺乏自由的思想

市场等忠告。 在科斯与其助手王

宁合著的《变革中国》一书中，这

些忠告因为他们基于深厚的理论

指引和经验研究更加连贯、直白、

透彻，深刻昭示着开放、宽容、自

信和创新是中国未来的发展方

向。

对于中国过去三十年来发生

的市场转型， 作者认为，“不是中

国政府，而是‘边缘革命’将私人

企业家和市场的力量带回中国。

饥荒中的农民发明了承包制；乡

镇企业引进了农村工业化； 个体

户打开了城市私营经济之门；经

济特区吸纳外商直接投资， 开启

劳动力市场。与国有企业相比，所

有这些都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中

的‘边缘力量’。 ”也正是从这个意

义上说， 中国经济改革的故事是

“坚强的民营企业家的故事，是勇

敢的零星社会试验的故事， 也是

谦逊又刚毅的中国人民为了美好

生活奋斗的故事。 ”

然而， 中国官方的描述没有

指明中国经济改革中存在这一根

源的改革模式。 作者也并未对国

家引导的改革视而不见， 其对于

边缘革命的强调表明， 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国市场化经济转型主要

是由非国营经济引导的， 而国家

引导的改革并没有成功拯救失去

活力的国营经济。 也正由此引申

出， 中国能有幸逃脱致命的自负

仅仅是一个偶然。“中国经济改革

中最非凡的特征或许在于， 中国

共产党在市场化转型的

30

年中，

不但没有消亡， 而且发展得更加

强大。 这既非源于共产党本身的

坚不可摧， 也不是因为社会主义

的优越性， 而是体现出共产党在

失败的社会主义试验之后所展现

出的组织灵活性与适应性。 但中

国改革更为卓著的特征是， 为了

挽救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改革却在

不经意间为中国带来了市场经

济。 ”

的确， 在中国经济改革起步

之时， 并没有一个全新的蓝图开

始，而是延续着对旧体制的修补。

这也就意味着中国改革会存在缺

陷，久而久之也会暗藏各种陷阱。

在作者看来，“真正令人担忧的并

非国家所有制本身， 而是那似是

而非的假设， 总认为与私营企业

相比， 国有企业能更好地为社会

服务。 这种论调曾经一度被用来

替政府垄断和限制私营企业进入

一些被认定是具有战略重要性行

业的政策辩护。而现实中，已经被

中国的市场经济证伪。 ”

不仅如此。作者直指，中国市

场经济最严重的缺陷莫过于自由

思想市场的缺位而险象丛生———

上述担忧其实亦能从这里找到答

案。“中国政府始终强调要解放思

想， 但没有什么比活跃的思想市

场更能解放人们的思想。 在以知

识为主要推动力的现代经济里，

没有什么比思想市场更能影响人

力资本市场的质量和表现。 一个

生机勃勃的思想市场不仅是取得

学术成就的必要条件， 也是一个

开放社会与自由经济不可或缺的

道德与知识的基石； 如果没有思

想市场， 人类智慧的伟大多样性

也会枯萎。 ”

站在新的深化改革的历史时

点上， 中国经济改革的故事远远

没有结束， 这不仅是因为中国政

府的战略掌控， 也源于市场经济

自身的开放性。 作者认为，“随着

中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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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持续向前发展，建

立有自己特色的市场经济， 进一

步融入全球劳动分工， 中国也同

时回归自己的传统。 在与外部世

界积极合作的同时继往开来，中

国有希望迎来另一次文化复兴。

一个开放、宽容、自信和创新的中

国将会在不久的未来给世界带来

更大的惊奇。 ”显然，实现这些都

是有条件约束的。 只要正视中国

市场化改革的缺陷， 并且将其一

一克服。 实践会给我们最真的答

案。不过，也诚如作者评价中国市

场经济转型那样，“在人类追求幸

福和尊严的漫漫征途上， 尽管革

旧维新，非同凡响，也仅是跃向前

方的一小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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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走向民富时代

□李治华

前不久笔者看到《民富论：新

供给主义百年强国路》 一书作者

滕泰博士，对林毅夫教授“新结构

经济学、 后发优势可让中国继续

高增长

20

年”观点的批评，以及由

此引发的关于 “中国未来经济增

长潜力来自何方”的热议。除了赞

同滕泰的观点之外， 我觉得比观

点更重要的， 是文章透出的理性

精神和科学思维。

滕泰对林毅夫及其后发优

势理论的质疑和批判，不是从道

德层面展开的，也没有把新结构

主义简单地等同于凯恩斯主义，

而是从新结构主义理论的天然

缺陷入手，即比较优势并非天然

存在，贸易才是推动国际分工的

源动力，也就是说新结构主义本

身是因果倒置的， 这一点很高

明。 因为如果新结构主义的理论

本身是有问题的，那么，林毅夫

的“后发优势可以让中国持续二

十年高增长”的结论自然不攻自

破，而作者提出的“中国经济增

长的潜力，只能源于新供给主义

重启的改革， 而非后发优势”自

然就有说服力。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民富

论》一书本着“把每一个或具体，

或理论的问题说清楚， 但又绝不

说教”的思路，通过科学的研究分

析，总结出与“民富国强”有关领

域的历史规律， 提出新供给主义

经济学派的基本观点和软财富思

想体系， 并客观冷静地指出我们

存在的问题， 以及未来行之有效

的战略。这既是滕泰本人的特点，

也透露出“

70

后”一代学人的一些

群体性特征： 走出国门接受现代

教育，受益于市场经济，具有全球

视野， 摆脱意识形态和传统经济

学理论的束缚。从读者角度看，全

书因谋篇布局的逻辑性， 学术观

点的创造性， 所讨论问题的实用

性而具备很强的可读性。

“民富”、“新供给主义”、“百

年”、“强国路”，显然，这些书名中

出现的关键词既有民富和国富国

强的逻辑关系问题， 又有新供给

主义和软财富的理论创新， 还存

在未来百年的时间跨度。 而书中

所探讨的具体问题， 比如人口政

策、城镇化、移民潮、对外贸易、金

融、 国防等， 又和每个人利益相

关。 也就是说从学术角度既考虑

理论创新， 而从一本书的角度又

要考虑谋篇布局的系统性和逻辑

性， 从读者角度还应考虑文字的

可读性和内容的有用性。

针对今年引发热议的中国

梦，作者明确指出：国富民穷不

是中国梦。 作为一种理念，从国

富到民富， 已被全社会普遍接

受， 本书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

从如何打破国富民不富的历史

惯性，以民富重启改革需要什么

样的路径和原则等角度，进行了

新的解读。 如何才能实现民富，

则是本书的重心。

民富理念的实现， 首先需要

创造性的理论支撑以及由理论而

来的具体战略。在我看来，新供给

主义和软财富始终是“民富论”的

两翼，或者说，“民富”就是新供给

主义和软财富的出发点和归宿，

而人口、贸易、金融、国防等战略，

主要围绕新供给主义和软财富，

这应该是本书大致的逻辑体系。

但是， 软财富和新供给主义究竟

是平行的两翼， 还是有包含关系

的，本书没有明确，有待作者在将

来的新作中厘清。

从时间维度上，作者将百年

繁荣分解为循序渐进的三个历

史阶段： 未来十年， 三十年，一

百年。不同的历史阶段需要不同

的改革路径和相应战略：未来十

年靠新供给主义重启改革，新供

给主义经济学从供给端重新定

义了经济周期，提出大幅降低税

负成本和融资成本等间接融资

成本，放松垄断和管制等直接供

给约束，盘活现有存量，开启十

年经济增长；未来三十年，必须

解除供给端的抑制，依靠正确的

人口、贸易、金融、国防、财富战

略，引领中国经济走上持续繁荣

之路。

按照我对书中观点的理解，

如果中国政治社会不出现大的动

荡， 新供给主义一定成为新一届

政府未来十年最现实的选择。 因

为从理论本身， 新供给主义比凯

恩斯主义更市场化，更自由一些，

又比奥地利学派更务实， 更有可

操作性， 这很好地兼顾了稳定和

发展。从现实情况看，过去十多年

政府主导经济的“子弹”，无论是

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还是政府

投资“铁公基”的“子弹”，都已经

被“打光”，未来新的“子弹”只能

在新供给主义的“工厂”中制造，

而书中的人口、城镇化、贸易、金

融、国防战略，就是新供给主义的

“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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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爸爸的点石成金术

□郑鲁

为什么有些人越来越富，而

绝大多数人却不行？ 为什么有的

人数十年寒窗苦读， 人到中年依

然居无定所，劳累奔波？为什么有

的人却可以轻松窥破商业市场的

潜规则，用财富创造财富？面对阶

层之间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有

人报以怨恨和愤怒， 而有的人则

积极自救， 从富人那里学会了创

富法则， 从而帮助自己打破贫富

壁垒跻身富人阶层，俗称“屌丝的

逆袭”。

逆袭的关键， 归根到底只有

两个字———财商， 而这正是享誉

全球的金钱教练罗伯特·清崎和

美国地产之王唐纳德·特朗普在

最新畅销书 《富爸爸点石成金》

中，想要教会你的创富之道。北京

读书人文化艺术有限公司与四川

文艺出版社主办的 《富爸爸点石

成金》 新书发布会暨财商教育研

讨会在北京大学举办， 共同研讨

了财商教育对缩短贫富差距的关

键作用， 以及书中大力描述的创

富“点金术”。

《富爸爸点石成金》是“富爸

爸”系列的最新作品，和以往旧作

不同的是， 这本书不仅邀请到重

量级人物———全球知名的美国地

产之王唐纳德·特朗普合作撰写，

更被“富爸爸”罗伯特·清崎本人

认为是他所有作品中最重要的一

本， 在延续以往风格推广财商教

育的理念之外， 本书用大量丰富

的案例和深入浅出的语言， 教给

所有读者点石成金的成功法则。

在这本书中， 清崎首度提出

“金手指”的概念，把富有的秘诀

总结成点石成金的五大能力，即：

坚毅的性格、专注、品牌、合作和

决定成败的小事。 掌握了这五个

要点，就拥有了自己的“金手指”。

两位作者认为， 富人之所以有钱

并非是因为能力和资本， 而是因

为发挥了自己的创富天赋， 任何

一个人都有这种天赋，要激活它，

就要先学会“点金术”，拥有富人

的财商， 这才是他们富有的真正

原因。

“富爸爸”认为，商业社会分

为左侧的

E

象限（雇员）和

S

象限

（个人职业者、小企业主、专家），

以及右侧的

B

象限（企业家）和

I

象

限（投资者）。 来源于

E

象限和

S

象

限的储蓄及养老投资款， 最终都

会流入

B

象限和

I

象限。换句话说，

E

象限和

S

象限为银行和金融机

构输入资金， 而

B

象限和

I

象限则

是资金的最终使用者。 他们通过

银行和金融机构获得资金支持，

从而运用资产的杠杆更快致富。

身处左侧的普通人必须进入

右侧象限， 才能摆脱为钱工作的

困境。在《富爸爸点石成金》中，清

崎首次透露进入右侧象限的关

键，就是财商教育赋予你的“金手

指”，这是清崎经历了多次破产和

翻盘， 在残酷的商业社会拼搏得

出的珍贵经验， 而现在你只需要

从书中就能学到。

罗伯特·清崎出身普通的平

民家庭，而唐纳德·特朗普从小就

被当作家族企业接班人培养；清

崎感情用事遭搭档背叛一度破

产， 特朗普把搭档仅仅当作交易

对象；清崎怕陷入法律纠纷，特朗

普用打官司成功吓住不讲信用的

合作方；面对仇人，清崎努力克制

自己海军陆战队士兵的血性不去

报复对方， 而特朗普则巧妙运用

商业手段给对方一点颜色……清

崎付出了更多的努力和代价才领

悟到特朗普从小就明白的创富规

则， 两人的鲜明对比体现了财商

教育对个人成长的深远影响，也

证明了普通人只要提升自己的财

商， 一样可以通过个人努力跻身

富人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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