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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战争3：金融高边疆》

内容概要

《货币战争3》以近现代中国为焦点，从货币的角度观察中国近代的沉沦与抗争，论述了近代中国货
币怎样突破各国金融及战争的干涉，通过为人民服务，通过独立自主，一步步艰难建立自己的体系，
创造奇迹的过程。并在其中提出且阐释了把金融作为国家第四维边疆的战略意义。
金融是一个主权国家必须要捍卫的“第四维边疆”。主权国家边疆的概念，不仅仅包括陆疆、海疆、
空疆（含太空）所构成的三维物理空间，还需要包括新的一维：金融。在未来国际货币战争阴云密布
的时代，金融高边疆的重要性将日趋凸显。
金融边疆安全则国家安全，金融边疆沦陷则国家沦陷，从中国与日本的近代史就可以窥得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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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战争3：金融高边疆》

作者简介

宋鸿兵，国际金融学者，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概念“货币战争”一词的首创者，曾被全球销量第
一的商业杂志美国《商业周刊》评为“2009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40人”。
2007年出版《货币战争》，成功预测了美国2007年次贷危机和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引发全球
关注，持续畅销7年。“货币战争”系列著作垄断中国财经图书畅销榜第一名多年，被译成多国语言
畅销海外。2010年以来，“货币战争”一词被各国政要、媒体广泛引用，世界货币战争的爆发也成为
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除此之外，作者最早提出的“剪羊毛”“次贷地震”“金融海啸”“金融
高边疆”“中国大妈”等词语皆成为流行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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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战争3：金融高边疆》

精彩短评

1、后半部分因为没有专业知识所以不太看得懂。对于政治和军事有好多条主线，金融就是其一，但
也只是其一而已。很多观点不能完全认同，或许就是作者把它作为唯一的主线了，所以会有种夸大，
甚至是阴谋论的感觉。往小了看关乎一个国家，大了看就是人类的发展，这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完全
看的透彻的。
2、对于金融外行的一次科普和思考，前面写的非常好，浅显易懂，最后对完全的外行略有点深奥了
3、关于日本经济复兴的可以重点关注，也不一定靠谱，但好过没有，中国近代经济还是看跌荡一百
年吧
4、在前两部基础上，宋在3提出了“金融高边疆”的概念，足以说明金融独立的重要性。网上对宋之
学说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其实每个人都有表达宣扬自己观点的权利，货币战争的独特之处恰在于观
察历史的角度选择了货币，这与以往历史小说普遍侧重于政治、军事、制度构建是不同的。如宋所说
“一个人的价值，不体现在与别人相同的东西上，而体现在与别人不同的东西上”，
作者的战略眼光、开阔思维，值得我辈学习，思路一转天地宽！周五的夏夜，静谧而黯然，可爱的扁
桃体略“恼人”⋯
5、一本很好的关于近代几个片段的金融史的有趣的读物。
6、20150101-20150103。精彩！
7、我读过这本书，近段时间还有人把它与南海仲裁联系起来了
8、不错
9、战争和金融是分不开的，其中白银在中国近代所发挥的作用更是让西方国家起了打压白银的念头
。这一本书没有专业背景的人看起来可能会有点吃力，不过当了解一下历史也不错。#201508#
10、普及了货币的一些知识
11、故，故事会。。。。
12、宋老师写了基本金融小说后，终于开始做了一些研究了
13、从金融的角度看历史
14、夸张了。
15、从近代事件透析经济无微不至的影响，强调了经济与各方面的紧密性
16、真实亦或虚幻，只是看世界的一个角度。
17、这本书还是很出名很出名的，也是看着它的名声读了一读，真的挺扩充知识面的，但是大家也提
到一个什么里面很多都是胡扯的问题，我觉得看书都得批判地去看，不能他出名他说什么我们都信吧
。。。往往我看完了一些内容都会顺手百度一下看个详细，自觉得这样还是比较妥当的读书方法。

PS。书本身印刷、排版质量都不错的，摸起来挺舒服的

2015年更新：又陆续买了4和5，不得不所这里面阴谋论真的有点严重了。。。谨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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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说实话，我对金融往往很多时候停留在日常生活中的花钱，投资理财这些浅显面上；以前读书的
时候，历史老师提及到的“鸦片战争”“北伐战争”⋯⋯这些历史事件上，我也只是知道事件起因、
经过、结果，仅此而已。然而，此书中，作者用经济金融视角，阐述了近代史上的历史事件，并由史
明鉴，提出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现状以及相应措施，可谓真知灼见。近代史的开端，无不提及鸦片战争
。大清帝国自持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其陶瓷、茶叶等资源优势，构筑起经济护城河，银本位在对外
贸易中在鸦片战争前地位可谓难以撼动。稍读过近代历史，相比知道是鸦片撞开封建主义大门，被迫
打开五大商贸口，但为何选择鸦片撬动大清帝国；对内而言，政治腐败，官商勾结，勾心斗角，胡雪
岩便是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但从经济角度而言，似乎一切变得明了：猎杀胡雪岩，导火线是左李两
派党羽之争，但为夺取其政治利益，经济便是实现政治目的的首要和必要手段；另外，鸦片这种不显
眼的玩意，也带起了东印度公司这样一个银行家帝国，沙逊家族的崛起；反观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
同样处于劣势的封建主义国家，同样致力于国家的发展与崛起，日本走向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发展仍
旧一蹶不振，究其原因，正是金融高边疆起的作用！！后至民国时代，“四一二”政变，北伐战争，
国共两党合作，“九一八”事变，后面的国共合作破灭⋯⋯的确，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而利益根本所在，正是金融这只无形的手，政府与财阀的周旋，融资集资，利益相互制衡，操作金
融的确让人不得不佩服！！（PS：因为目前对金融还是一知半解，暂不便评论运作金融一二，小伙伴
们可补充~~通古明今，中国在逐渐崛起，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越发重要，一边面对债务国美国不断叫
嚣，抛出“中国威胁论”，高喊人民币升值，于国内而言，实体经济略显下滑趋势，房地产不断被炒
高，意味提高首付，限购也只能短时间里得以缓解。随着近期中国加入SDR，更要居安思危，高筑自
身金融高边疆，才能才国际舞台上更好的发声！
2、我对书中关于1921年到1949年关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金融历史特别感兴趣。也特别赞成宋老师
在书中的观点。什么样的态度觉得什么样的金融和货币政策。非常想把对应章节的参考书目也看完。
其实历史上物理的战争都是从金融战争开始的。
3、本书重点写了中国近代、日本近代的金融史，两国进行了对比，中国的洋务运动，日本的明治维
新，为什么日本能成功，为什么中国会失败。中国其实早期就领先世界诞生了金融系统，但是却被日
本欧美弯道超车。辛辛苦苦积攒几千年的白银，被鸦片全部消耗殆尽。抗日战争时期，发行的无数种
货币，几乎全部以大幅通货膨胀信用崩溃结束。共产党在完全没有专业知识，也没有经验的情况下，
根据实际情况总结规律，奇迹般的创造了红军票和后来的人民币。边币、法币、金圆券⋯无数的失败
总总结教训，最后终于找到金融的秘密和货币的秘密。跟货币战争2一样，最后两章是总结与展望，
也确实是精华所在。货币战争3这本书内容充实，故事也紧凑，个人认为比第二本“金权天下”更有
价值，水平也更高。
4、我觉得《货币战争3》关于近代日本中国的金融历史的叙述特别有意思。通过书籍让我对1921
到1949年这段时间中国共产党的金融历史感兴趣。原来共产党人的金融实践也是非常有聊的。每章后
面的推荐书目也是我想去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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