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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斯登的兴衰》

前言

既然金融界基本都同意当前的金融危机是“百年一遇”的，那么，对于这种难得的市场极端状况，如
果不予以深刻的总结与反思、纠错与改进，那么，我们仍可能就仅仅是经历了危机的冲击，而不能从
这种危机的经历中增进对于整个经济金融体系的理解，从而也就可以说是与“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
擦肩而过而已。反思金融危机，与其空洞地、不着边际地讨论宏大的命题，不如从一些具体的金融产
品、一个具体的金融机构、一个具体的金融市场的运行机制切入，这样可能更为感同身受。从这一次
金融危机来看，贝尔斯登公司无疑是一个最有分析价值的案例。贝尔斯登公司，可能是在这一次危机
中最为贴近中国证券界的华尔街投行之一，因为据说一家中国的投行差一点儿就在贝尔斯登风雨飘摇
之前买下它，而且据说是因为审批程序的冗长和拖沓，才使得这家银行与这笔差一点儿就要签署的收
购合同失之交臂。在这个案例中，审批救了这家中国投行经常成为业界的一个笑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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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斯登的兴衰》

内容概要

《贝尔斯登的兴衰》内容简介：2008年3月16日，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被摩根大通收购，85年
的辉煌历史就此终结。贝尔斯登被收购，推倒了金融危机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此后金融危机从华尔
街波及全世界。作为华尔街最受尊敬的人物之一、前贝尔斯登CEO兼董事长艾伦C.格林伯格，在《贝
尔斯登的兴衰》中讲述了他个人的成长经历以及把贝尔斯登打造成华尔街顶级金融机构的非凡历程。
格林伯格于1949年进入贝尔斯登，1978年正式成为公司的掌舵人，没有任何人比他更清楚贝尔斯登的
历史，也没有任何人比他更了解贝尔斯登最后的岁月。格林伯格对贝尔斯登的兴衰进行了公正、深刻
的描述和分析，并对血淋淋的收购细节进行了毫无保留的披露，其细节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贝尔斯登的兴衰》既是一部客观真实、妙趣横生的企业兴衰史，又是一部跌宕起伏、细致真实的个
人传记，相信一定会对您有所启发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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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斯登的兴衰》

作者简介

前贝尔斯登CEO兼董事长，目前担任摩根大通的名誉副董事长，著有《总裁备忘录》(Memos from the
Chairman)一书。他于1949年进入贝尔斯登，1978年正式成为公司的掌舵人，在贝尔斯登工作了近60年
之久，在华尔街备受尊重。
    马克·辛格

    美国《纽约客》杂志专栏作家，著有多本书籍，如《有趣的金钱》(Funny Money)及《人物研究
》(Character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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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斯登的兴衰》

书籍目录

推荐序一  在贝尔斯登倒下的废墟上推荐序二  海啸后的翡歌推荐序三  不要做下一个退潮时的“裸泳者
”第一章  灾难降临第二章  昔日少年第三章  初识贝尔斯登第四章  成长的轨迹第五章  固执己见的创始
人第六章  续写传奇第七章  我的贝尔斯登文化第八章  《纸牌屋》的主人第九章  困境中前进第十章  危
机初现第十一章  求援中信第十二章  走向宿命尾声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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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斯登的兴衰》

章节摘录

我的工作日通常是这样的：起床之后，首先阅读《纽约时报》和《纽约邮报》，早晨8点离开家门，8
点15分坐到办公室里，整个上午的工作就是阅读《华尔街日报》及各部门提交的打印报告，了解公司
前一天的资金管理状况及经营业绩。如果某个交易员当日的表现非常出色，我可能会马上抓起电话向
他祝贺。如果情况相反，我会了解一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在9点30分股市开盘之前的这段时间里，我
通常要打十几个电话。在交易时间里，我必须随时在线，但也不像多数人想象的那么辛苦。我发现，
绝大多数电话在超过30秒之后，便会出现收获递减现象。我有很多需要关注的事情，还有很多爱好，
所以我根本就没有闲聊的时间。如果你只是掏出腰包里的钱，然后就对徘徊在身边的风险置若罔闻，
那么，你肯定在我们这个行业里找不到饭碗。证券市场并不像很多人想的那样，它绝对不是赌场，在
这里我们最靠不住的就是运气。一个优秀的风险管理者往往能预见到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我在很早
就发现，这个原则是长期成功不可或缺的前提。在投资世界里，如果说赚钱不是唯一的目的，似乎有
点故作清高之嫌，这显然是不真诚的。对任何金融机构来说，赚钱都是不二的追求。但无论是贝尔斯
登最初作为一家私人合伙企业还是后来成为上市公司，我都没有把赢利作为企业的终极目标。贝尔斯
登发展得越好，我们就能为客户提供越多的产品和服务，我们的资本实力也就越雄厚，我们就能雇用
更多的员工，从而给更多的家庭带来幸福，我就会更加相信，社会存在才是我们存在的理由。因此，
我们每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让贝尔斯登的明天更美好，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上周一，我们的股价开始下跌。到中午时分，股价已经下跌了10％，从每股70美元跌至每股63美元
。股价下跌的部分原因在于，债券评级机构穆迪公司刚刚下调了我们的公司债信用等级。但罪魁祸首
还是看不见的隐形杀手——毫无根据的谣言（我不知道这些谣言是否来自那些尽人皆知的阴谋家，他
们早已是华尔街上声名狼藉的同流合污者）。我们的部分交易员最早听到这些传闻：坊间传闻，贝尔
斯登已遭遇流动性危机。换句话说，我们已经没有足够的资本或信贷储备用于支撑日常运营的资金需
求——我们每天都要处理几十亿美元的交易，为各种各样的客户进行结算，其中包括银行、共同基金
、对冲基金、养老金基金和保险公司。银行与经纪商及金融机构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绝非普通人所
能理解的。但是，有一种最简单的润滑剂滋润着这台巨大无比的发动机，这就是信任。对于任何一笔
证券交易，如果当事人之间缺乏相互信任，任何人都不会从腰包里掏钱。怀疑和顾虑就是金融市场的
空气，它们无所不在，而信誉和流动性则是催生恐慌的主要成分。无论是空穴来风的谣传，还是确有
其事的现实，坏消息就像不可治愈的传染病，一旦出现，便无法消除。在华尔街，任何问题都不可能
是孤立的问题。而贝尔斯登股价的暴跌更是令人心惊胆战——转瞬之间，几十亿美元的市值便灰飞烟
灭、不见踪影。但是在贝尔斯登，我身边的人并没有诚惶诚恐，因为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失望已经成
了我们的家常便饭。2007年夏天，贝尔斯登旗下的两只不动产对；中基金经营失败。这次惨败总共让
我们损失了10亿美元，这显然给公司声誉造成了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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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斯登的兴衰》

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一口气读完了《贝尔斯登的兴衰》，并且受益匪浅。艾伦C.格林伯格展示了他坦诚直率、幽默风趣
的魅力，介绍了许多关于华尔街、投资和人性的常识。　　——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没有
人比艾伦C.格林伯格更了解华尔街了。凭借出色的交易天赋、丰富多彩的人生  经历和强硬的作风。他
成为金融圈内的传奇人物。而这一切都来自华尔街一个伟大的公  司——贝尔斯登的崛起和陨落。当
傲慢和欲望取代基本原则时将会发生什么。他在书中  为我们上了永恒的一课。如果你想驰骋股市，
这正是你需要学习的。　　——汤姆·布罗考（Tom Brokaw），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王牌主播在《贝尔
斯登的兴衰》一书中，艾伦C.格林伯格运用他广博的知识和深刻的洞察力，幽默风趣，直言不讳，向
我们生动地展示了：贝尔斯登作为最大的金融帝国之一，如何就在我们眼前土崩瓦解了。没有任何掩
饰，我为他叫好。　　——布恩·皮肯斯（T.Boone Pickens），亿万富翁、著名投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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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斯登的兴衰》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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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斯登的兴衰》

精彩短评

1、了解一下金融巨头们在金融危机中是如何博弈的
2、很详细得说明了整个公司发展的历史，写法也是让人很畅快得阅读，一天一口气读完。独到最后
不免有很多惋惜的成风。但是全文最让我不能忘记的就是，Alan所一直秉持的企业家责任，他延续这
个企业主要是考虑到1万多员工的工作机会，而并非自己的荷包。
3、贝尔斯登的崛起源自针对几名大客户的成功推销，而且好运的押对了宝，完成了资本的原始扩张
。但是&quot;涨了就拿，跌了就卖“的仍然是典型的趋势投机，可以想象这种碰运气的发展有多脆弱
。贝尔斯登简直就是华尔街大部分投机机构的缩影，就像上亿只大猩猩扔硬币，最后总有几只能连续
二十次扔出面的，可是到第二十一次就很难说了。
4、非常精彩的一本书。关于风险控制和重视人才的观点值得借鉴。
5、这本书可以帮助大家了解一些问题
6、觉得写的不客观。。。但是难免的
7、贝尔斯登，别了。
8、勤奋 努力 是我在每个金融大拿身上必然看到的品质 
9、真不能相信，马克·辛格是怎么写出这么差劲的一本书的
10、高层的公开分歧是压垮Bear Stern的最后一根稻草
11、经营了85年的贝尔斯登倒下了，年龄与贝尔斯登相仿，在贝尔斯登工作了近60年的格林伯格先生
基本上可以说是见证了贝尔斯登的成长、辉煌再到毁于一旦全过程的人。本书从格林伯格先生自己的
视角以及自己亲身经历讲述了贝尔斯登的故事。另外，过人之人，必有过人之处，从书中我们也可以
看到他是如何又一个普通职员一步一步成为贝尔斯登当家人的过程，书中某处提到1958年前“虽然我
还不是贝尔斯登的合伙人，但在工作中，我一直把自己当做合伙人”，这也许就是功夫熊猫“TO
BE,TO DO”的真人演绎版吧；他一直将自己收入的4%用于慈善事业。
由于彼此的矛盾，书中对其继任者的看法也许有些偏颇，另外，也许是思维习惯问题，感觉书的结构
有些松散。
12、其实没读完，看不下去了，借的日期到了就还了，不过也读得差不多了
13、拿到这本书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因为忙这几天才开始看，像书中多讲的那样，一部金融帝国的兴
衰史。值得看下~
14、犹太民族骨子里有着对金钱和控制的热衷，不成功就怪了
15、曾经盛极一时的华尔街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最终也难免盛极而衰的悲剧。公司内部的恩怨
，风险意识的淡化，这两点对于投行来说，无疑是最致命的。
16、一家投行兴起与衰亡 
17、打牙祭的，干货太少。还可以吧。至少可以了解一些当时的情景，剩下的要自己脑补。
18、食物链的高层！行业决定了轨迹，花难百日红，内因外因叠加，
持戒⋯⋯又有多少人能做到
19、可以作为普及读本
20、心酸中透露着未遂的霸气，自我膨胀必将走向衰亡。而这本传记又似乎想要对世人解释什么，从
名人身上总会学到点东西。
21、还没打开看，但愿会有所收获
22、从一个公司的兴衰看华尔街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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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斯登的兴衰》

精彩书评

1、毕竟是原掌门人，确实是经历了贝尔斯登的兴衰。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读完的后三章，以前总
觉得天气好心情就不错，但读完书却发现，原来有一种悲怆也可以在春光明媚的日子油然而生。 读到
书中某个地方，脑海中会浮现出《华尔街2》的画面，但书中的想象空间远要大得多，所以可以切身
感受到因为谣言而一步步被逼上悬崖的那种窒息、无奈。有时间再读一遍⋯⋯
2、截至昨天，中国上市证券公司全部完成2012年年中财务报表披露。19家券商的总利润为314亿元。
几个小时之前，工商银行同样披露了其半年报，利润为1232亿元。大致为19家上市证券公司利润之和
的4倍。和银行相比，中国的证券公司，哪怕是上市“大型证券公司”，也是如此屌丝。中国为什么
没有像贝尔斯登一样牛逼的投行？中国的证券行业为什么被银行业压得生存空间越来越小，越来越喘
不过气来？其实答案就是两个字：监管。在现代市场经济下，一个公司，乃至于一个行业是走向繁荣
还是走向衰退，取决于其产品是否能满足同时代的经济需要。中国的银行能在过去十几年中得到如此
巨大的发展，原因很多，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其建立的清算支付体系很好的满足了中国居民这
十几年以来的需求。几乎是一夜之间，中国所有大街小巷冒出了无数的自动取款机，异地存取支付变
得如此便利；同样几乎是一夜之间，所有的年轻人开始用网银购物，生活开始有了后现代味道。简单
一点说，中国人民再也不用把几万块钱捆了又捆然后塞进内衣袋里然后上火车，这正是中国的银行为
什么能牛逼。尽管过去这十几年，中国的存款利率跟通胀率比起来很让人伤不起。证券为什么越来越
弱？原因也很多。但在现在这个时点来看，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监管过度，证券公司能做的事情太
少，所有的证券公司都靠经纪业务和承销业务过日子，而这两个业务都是典型的通道业务，既不产生
创新也不产生差异，这就使中国的证券公司除了个子大小之外，脸面都长得一个样，你都分不清谁是
谁；进一步的结果就是产品同质、费率竞争、你死我活。中国会不会产生贝尔斯登一样牛逼的投行？
答案在于是否能够顺利的去监管。和银行的逻辑相同，在中国居民的金融需求进一步复杂化之后，证
券公司是否能做诸如资产证券化业务、回购业务，或者具体的说，如贝尔斯登一样的ABS、CDO业务
，决定了中国证券行业能否有未来。只有成功去监管，中国的证券公司才能实现差异化，也才可能产
生牛逼的证券公司。而这正是郭主席想干的事情。40天前的“创只有新大会”上，他以《积极地、审
慎地探索和创造》的发表讲话，试图以一己之力强推证券行业创新。然而任何一种现状都有它的历史
道理，无论你觉得是好是坏。利益山头如此之多，改变又岂能容易？贝尔斯登倒下已经四年了，而中
国的贝尔斯登却还没有出生。
3、巴菲特说格林伯格介绍了许多关于华尔街、投资和人性的常识。在投资中，投资中最难坚持和应
用的常识，最难评估的是人性，但这两者确是最重要的。对企业来说，金融公司的价值是最难评估的
，金融公司的成功主要在领导人，投资金融公司难度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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