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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大佬（上）》

内容概要

《最后的大佬(上)》讲述了华尔街投资银行每年运作数万亿资金，从中获取数百亿的酬金，而且这些
投资银行的高管们每年能拿到数千万美元。但即使与那些最强大的公司相比，拉扎德投资银行也显得
如此与众不同。谨慎、隐秘和诡计是这家投行的秘密武器。一个多世纪以来，那些在公司工作的神秘
“大佬”们不仅为公司积累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巨额财富和社会名望，还带来了巨大的权势。但是到
了20世纪80年代，他们过于膨胀的自我开始拖累公司，拉扎德的大佬们开始毁灭这家他们艰苦建立起
来的企业。
威廉·科汉也曾是这家华尔街公司的高层银行家，他向读者们展示了这家投行跌宕起伏的历史。书中
深刻剖析了费利克斯·罗哈廷与史蒂夫·拉特勒之间的宿怨，以及掌门人米歇尔·戴维－韦尔和他选
择的接班人布鲁斯·瓦瑟斯坦之间的斗争，再现了拉扎德的天才银行家如何以精妙的交易策略和对权
术的玩弄创造巨额财富，以及银行内部残酷的人际关系。庞大的野心是拉扎德成功与衰败的最大动因
，它驱使每个大佬为了个人膨胀的欲望，在资本市场翻云覆雨。毋庸置疑，拉扎德的故事绝对比好莱
坞的故事更精彩，让我们更接近投行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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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大佬（上）》

作者简介

威廉·科汉，曾是一位多次获奖的调研记者，后到华尔街开始了17年的投资银行家生涯。他在纽约的
拉扎德投资银行工作了6年，之后成为摩根大通公司的董事总经理。毕业于杜克大学，于哥伦比亚大
学新闻学研究所和商学院获得硕士学位和MBA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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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大佬（上）》

书籍目录

第1章 大佬第2章 “拉扎德将会垮掉”第3章 战争中的权力变迁第4章 “你在与贪婪和权力共舞”第5章 
幕后黑手第6章 纽约的拯救者第7章 太阳王第8章 总统眼里的费利克斯第9章 贪婪的毒瘤第10章 牧师
第11章 创造奇迹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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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大佬（上）》

章节摘录

　　第1章 大佬　　即使和高盛、摩根士丹利、美林等华尔街著名投行相比，拉扎德投资银行也显得
非常与众不同，它毫不掩饰自己在同行面前的自豪感和优越感。在过去的157年里，拉扎德投资银行一
直都业绩超群。它不同于其他华尔街投行之处在于，它精于智取，绝不用金融资本硬拼，在经受千锤
百炼后，它建立起了一个独立而隐秘的王国。简而言之，它的战略就是汇集“大佬”的智慧为客户服
务。这些大佬都是经验过人、世界顶级的投资银行家。他们绝不冒险下注，只需要提供最具原始力量
（即竞争性）的理念即可。理念越上乘，达到目标所需的眼光和技巧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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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大佬（上）》

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是一个思想深刻、栩栩如生的故事，它一方面讲述了如何控制个人欲望的膨胀，另一方面则讲
述了建立团队的挑战。这部著作给了我们前所未有的启示。　　——劳埃德·布兰克凡，高盛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　　本书极其扣人心弦，深入揭示了华尔街著名顶级银行高管之间的权力斗争。它研究
深入，叙事引人入胜。想要了解华尔街的运作，这部作品是必读书目。　　——莱昂内尔·巴贝尔，
《金融时报》编辑　　拉扎德银行的故事是血腥的战争、灾难和复兴故事之一，它完全证明了澳大利
亚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创造性毁灭”的说法在今天的美国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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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大佬（上）》

编辑推荐

　　《最后的大佬(上)》揭开了华尔街最有故事的投行的大幕。　　——《名利场》　　中国中信集
团副董事长、总经理 常振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
室经济部副部长 巴曙松；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钟伟；中国银河证券研究所长、董事总经
理、首席经济师 腾泰；经济学家 向松祚 联袂推荐。　　一个关于欲望、阴谋和惊人的财富的故事，
一场不见硝烟的华尔街大战，一出顶级经济舞台上的高调戏剧。《金融时报》高盛年度最佳商业图书
，《经济学人》杂志年度最佳商业图书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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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大佬（上）》

精彩短评

1、800多页的大部头，讲述华尔街并购交易方面的顶级投行-拉扎得投资银行历史的深刻之作，引用大
量可考史料，看得头大。
2、这个投行的特殊性不可复制
3、故事书
4、总是找各种借口不看书 哎
5、深入了解美国投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去看，很值得一读。
6、Lazard
7、不错，喜欢金融的可以看看
8、大公司空谈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是没有意义的。我可以三天不睡快速招聘搭建团队培训上岗，总结
知识库建立700条常用短语库，团队上岗后我就去睡觉啦~但我觉得自己还是墨迹
9、金融行当里面的尔虞我诈。
10、投行本质就是拉皮条！为啥网上没有下集的电子书？？？！！！
11、华尔街真的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各家的业务由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一家都分享着一块大蛋
糕，起关系的紧密程度，旁人很难想象。。至于各种内幕交易，就没啥意思了。。学完金融学之后看
，觉得金融界的互相借贷一是为了盈利，二是为了分担风险，各种金融合约既有投资的效果，又有风
险共担的作用。风险来了，都想跑，谁跑得快、说跑得及时谁就是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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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大佬（上）》

章节试读

1、《最后的大佬（上）》的笔记-创造性毁灭

                        当合伙制走向终结的时候，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精神也在同一时刻发生了化学反应？
�过去曾经看过一本相类似的书《The Last Parter》，同样讲的是美国的一些著名投行发展的历史。其中
介绍的一部分投行已经破产或者被兼并收购，另外的一些则成为了行业的佼佼者。令人不解的是几乎
所有有着历史与传统的投行均出身于合伙制，但最终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公开上市，成为了地地道道的
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也许我们说是时代潮流造就了这个变化，过去曾经一度欣欣向荣的合伙人制受制
于资本的限制，已经不再能够满足当今大型企业集团的需求了，但我们看到的是在会计师事务所领域
很大程度上仍然保持着合伙人制。对于那种不需要太多资本，而对信誉与保密度又有着极高要求的公
司而言，合伙人制度似乎是更好的选择。毕竟在两种制度之间，存在着太多的精神与追求上的差异。
�拉扎德投资银行是一家与众不同的投资银行，它的不同表现在它的业务结构与领导方式上。不同于其
它知名投行所提倡的团队精神与现代化的公司制度以及大量的承销、投资业务，拉扎德在它上市之前
一直保持着由极个别大佬领衔的、只专注于并购业的独裁型公司。那里没有民主，只有国王与臣仆。
安德鲁·梅耶与米歇尔·戴维·维尔曾先后主宰着这个精英王国，每一个员工都要向他们表示效忠，
因为他们掌握着所有人的生杀权与封赏权。在这样一种神秘的环境当中，所有的事情都显得与同行业
竞争对手那么的格格不入。在拉扎德，成为一名合伙人是一种荣耀，而不是意味着暴富（至少相比于
同行业是如此）。合伙人的收入来源于公司总体利润与自己所占有的股份比例的乘积（当然个别的大
佬还有其他的特殊收入来源）。在这种完全独裁的、并由数位大佬一手掌控的王国当中，要想出人头
地是非常困难的，大多数最优秀的人才多半是从其他企业挖过来的。大佬把控着整个企业与业务，大
佬以非凡的智慧、经验与信誉为公司带来了巨大比例的业务量。但是如果一个普通职员或者普通合伙
人想要去挑战大佬，或者大佬们想去挑战国王的权威的话，后果必然是不可想象的。拉扎德最著名的
大佬费里克斯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因此无论是在梅耶时代还是在米歇尔时代他从来
都拒绝参与公司的管理，而只是专注于自己的交易，但他却从来反对、阻挠其他人去管理这个公司。
而那些企图削弱国王权利的大佬，无论是史蒂夫还是斯特恩、卢米斯，尽管他们为公司带来了巨大的
贡献，尽管拉扎德很难离开他们，但当他们企图削弱国王的权力的时候，他们在拉扎德的职业生涯也
就结束了。这是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改革派大佬联合了众多合伙人希望做正确的制度改革，但是国
王制始终神圣不可侵犯，直到最后当国王启用了不该启用的天才野心家布鲁斯，一切才得到根本性改
变。
�这本书讲述的故事比较多，其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表现得相当复杂，但从很多角度来看，这些故事
确实能引发许多思考。
�首先是资本主义精神，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资本主义成立之初很多都是由一个或几个大资
本家出资成立一个企业。由于企业的规模不够大，或许我们用完全竞争来解释它们更为恰当。在过去
股份制还不那么普遍的时候，这种合伙人制度广泛存在于各行各业。资本家们小心翼翼的经营着自己
的企业，所有者往往就是经营者。但二十世纪以来，由于每个行业都出现了马太效应，甚至出现了跨
行业的并购，原有的合伙人制度所带来的资本瓶颈日益明显，而公开发行股票就成了唯一的选择。为
了扩大经营规模，不被其他企业所吞没，大量的公司选择了改变公司制度。这一方面扩大了证券市场
的规模并促发了十九世纪后期与二十世纪大量的并购交易，另一方面也引起了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分离
，尤其是老一辈创始人的离世与家族后代的无继承人。家族企业也由此被公众化。职业经理人制度的
兴起使得大量著名大学商学院的毕业生得以进入企业高级经营管理层，并为企业带来规范化管理。但
另一方面由于高级管理人员并非企业的所有者，他们的激励制度更多的是与股票与期权挂钩，因此在
日常经营当中他们更关注企业的短期效益而忽视长期发展。更有甚者许多经营者采用极为激进与冒险
的策略导致经营良好的公司毁于一旦。相比于这些激进的经营者，合伙制企业似乎表现的好得多。因
为资本家同时也是经营者，他们更加注重自身的信誉与企业的长期发展，而对高风险经营策略保持谨
慎。拉扎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证券承销、发行垃圾债券与资产管理业务为行业其他竞争对手
带来了极为丰厚的利润，但在梅耶与费里克斯时代这些业务一直没有在拉扎德得到发展。费里克斯始
终坚持小的才是美丽的，并购才是拉扎德真正的主旋律，这也使得拉扎德在上世纪几次股灾当中损失
微不足道。对于像梅耶、米歇尔和费里克斯这样的行业大佬而言，他们并不怎么关心钱的问题，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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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大佬（上）》

要的是荣誉、地位以及权力。有趣的是这三个人都有着欧洲的背景，而那些主张上市的人却大多出身
于美国商学院。费里克斯身为著名的并购专家也曾陷入众多的公司丑闻当中，但至始至终他始终强调
金融道德问题，他曾强烈谴责发行垃圾债券并对行业内越来越普遍的使用极高的杠杆表示批评，他声
称贪婪会毁了这个行业。回想过去两年美国金融危机给世界带来的巨大影响，我不得不佩服他的先见
之明。另外就是内部成本控制，书中曾描述在梅耶时代，极度富有的拉扎德银行却在极度糟糕的工作
环境当中办公，而最后成功将拉扎德运营上市的布鲁斯匍一上任就极尽奢华之能事，竟然使过去年年
盈利丰厚的拉扎德连续出现两年亏损。而且大量的投资银行家大量的利用客户的账户进行奢侈性消费
在行业内也蔚然成风。去年在看凤凰台的财经点评的时候，记得石济平曾经批评当今资本主义只知道
亚当·斯密写了一本《国富论》，殊不知老先生还曾写过一本《道德情操论》。言下之意是批评资本
市场只知道利用“看不见的手”去为自己牟取巨额利益，而不顾及行业道德操守。资本主义之所以能
够兴盛实际上离不开两者共同的配合，而后者更是前者的前提。
�第二点需要讨论的是制度。拉扎德过去一直奉行的独裁性制度，国王与大佬们把控这整个公司。实际
上从很早公司内部就有人提出像其它同行一样实行制度化管理，但国王的权力每一次都将改革之火予
以扑灭。特别是对于米歇尔而言，他始终都在公司的成长与对公司的控制权之间徘徊。米歇尔很多时
候似乎也明白只有对公司进行制度改革，也就是削弱自己对公司的绝对控制，拉扎德才能够更好的发
展。但每当关键时刻，米歇尔却选择了对改革者的背叛，直到最后他再也无法阻挠这股前进的势力，
这无疑是可悲的。对于米歇尔而言，他要的仅仅是地位与尊敬，任何胆敢侵入其最后属地的人都将被
扫地出门。然而，令人倍感惊讶的是拉扎德有着如此不规范的管理制度，他却在整个二十世纪后半期
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以至于拉扎德的收入水平在行业内一直为人羡慕。这到底是由于混乱而无
为的制度带来了好运，还是由拉扎德本身低资本高利润的业务结构所引起，我不得而知。但拉扎德的
故事无疑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那就是任何制度的变革都是无比艰辛的，它需要无数激进的改革者以身
试法，只有最后一个才是成功者，而前面倒下的人都只能算做是英雄。
�拉扎德的制度无疑让人联想起当今中国的政治制度。虽然一家公司与一个国家不具备可比性，但从某
种程度来说，两者确实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邓公当年设计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包含了两个方面：经济
改革与政治改革。两者的关系实际上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两者确实也是携手
并进、共同发展，但在那个充满激情年代的最后两年，价格闯关的成功象征着经济改革的胜利继续，
而政治上的动荡却将政治改革打入了冷宫。当我们庆幸当年深圳的成功为国家领导人吃了一颗定心丸
的同时，也不得不感慨中南海的激荡给中国命运造成的深远影响。邓公再也没有时间与机会去重启那
政治改革的机器，然而他当年所担心的“改革陷阱”却已经真实的发生在当今的中国，而且这种情况
还有不断恶化的趋势。无论是后来的朱镕基的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温家宝的农业改革，实际上都还只限
于在经济层面上，在政治层面顶多只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修修补补。而且这种修补还是建立在没有对
既得利益者造成根本性损失而且改革步伐显得刻不容缓的前提条件之下。中国现今已然出现了这样一
种分化：精英与庶民。精英不断依赖从庶民那剥夺到的财富来创造中国的经济增长神话，庶民们要求
改革却无路可寻。中国最高层领导人似乎也在寻求变革之路，但无疑改革机会的错失与越来越庞大既
得利益者的力量严重阻碍了这种变革，而事实上中央高层现在也无力对政治制度再进行重大变革了。
当最先一批改革先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之后，他们就会反过来保护自己既得的利益，中国没有形成任
何成熟政治制度去阻碍这一切的发生。这就是当年邓公一直担心的“改革陷阱”。当年毛泽东不断发
动文革的目的同样也是为了打破天下一旦安定就会出现利益集中化的怪圈，熟读二十四史的毛深知中
国官场制度的劣根性，而这种劣根性从中国王朝制度建立伊始就已经存在。毛泽东寄期望于通过不断
的文化改革来形成一种打击安逸的动态政治局面，这样就能够有效的防止贪污腐败的产生以及权力的
垄断。这也许也就是毛眼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劣根性，无可否认的是，至始至终毛泽东都是站在广大
人民一边的。当他发现自己所代表的与自己广大属下所代表的利益发生根本性冲突的时候，毛选择了
利用自己最擅长的武器——人民运动，他天生就是一个革命狂热者。毛泽东深深地明白这样一个道理
：任何主义与思想也许能够将志同道合之人凝结在一起为推翻旧王朝而革命，但却无法保证在新王朝
建立之后仍然能够激励这些人为原来的理念继续奋斗。列宁身后是苏维埃政权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
邓公所担心的“改革陷阱”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英国一位爵士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名言：权力导致腐
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无可否认的是现今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已经彻底违背了毛泽东当年的初
衷，它已经演化成精英的聚餐，而非广大人民的代表。中国的政治改革必先涉及到两个重要方面：土
地分配与权力分配。前者是国家经济命脉，后者是国家权力命脉，谈改何易？中国的政治改革是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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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行，却又举步维艰，用一个词来形容——骑虎难下。中国现今的经济繁荣不能证明现行的体制就一
定是正确的，而这种体制的先天缺憾却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需要的是完善的制度以及
严格的制度执行力度，任何企图以人治代替法制都会导致失败。
�第三点要谈的是用人。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我们到底应该选择团队精神还是精英主义；二、我
们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人。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现在通常提倡团队文化，但拉扎德无疑给了我们一
个新的答案。当然不同的需要造就了不同的团队模式，但相同的需要却造就了不同的模式，这是一个
有趣的话题。拉扎德的大佬模式无疑在并购市场战胜了众多团队模式，这实际上表明了世界上的少数
事业只能是由极少数人来完成，也就是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这一问题同样引发了另外一项思考：
我们到底是应该将自己培养成为一名全面人才还是专业人才？当然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前者，实际上从
产业发展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能够更加清晰。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当中曾经提到许多公司
都是利用成本优势去进行竞争，而优秀的公司却致力于为顾客提供不同的产品与服务。成本优势很容
易被别人赶超，而差异化服务却不是。安德鲁·卡内基也曾说过“别人都提倡讲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
里，我却将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并时刻盯紧篮子”。因此我认为完全的全面发展是不足取
的，因为知识永远在级数倍膨胀，而且出现了越来越快的淘汰，今天的全面到明天就成了不全面甚至
是谬误。只有选择一个行业不断深入下去，不断更新自己的相关知识才是王道。正所谓永远不存在差
的行业，任何一个行业都是人做出来的。对于第二个问题，答案似乎简单而深刻：用人必须用德才兼
备之人，尤其是高层领导。为何米歇尔最终在布鲁斯当政期间被迫将公司公开上市，因为他坚持选择
了一位其他人都比较鄙视的天才银行家来做自己的接班人。布鲁斯劣迹斑斑的道德却为之赢得了巨大
的财富与地位，布鲁斯的到来加深了拉扎德内部的倾轧，他差点毁掉拉扎德，但最终他却又一次成功
了。米歇尔最终的妥协与退出象征着拉扎德王朝的终结，布鲁斯的贪婪与极度聪明使他最终战胜了老
谋深算的米歇尔（当然形势确实也帮了布鲁斯的忙，也可以算是从量变到质变吧）。中国历朝历代权
力争斗都是残酷而激烈的，唯有创造性毁灭才能使其浴火重生。什么是重组？重组就是当一件事物由
于发光发热太长或者不再符合历史潮流而黯淡时将其重新组合，让垃圾重新发光发热。

2、《最后的大佬（上）》的笔记-第57页

        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曾这样说道：“一家机构是一个人活着的影子。”

3、《最后的大佬（上）》的笔记-第13页

        从那时候起，我就觉得人能永远拥有的财富就是装在脑子里的东西。

4、《最后的大佬（上）》的笔记-第25页

        “一名巴黎的外汇交易经纪人必须头脑清晰，而且身手敏捷，这样才能通过操纵来自伦敦和美国
的几百万法郎，让巴黎货币价格下跌几点。”《时代周刊》写到，“他能在很短的几轮交易中就将货
币点数拉到最终盈利点。”

5、《最后的大佬（上）》的笔记-第1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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