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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牛市》

前言

　　前言：紧跟中国的步伐　　　　为什么投资中国？　　当您读完这本书之后，我希望您以及许多
像您一样的人都会反问道：“为什么不呢？”　　早在1984年，我就问过自己一个同样的问题。当时
我正设法成为第一个驾驶摩托车穿越中国的西方人，也可能是古往今来这样做的第一人。作为量子基
金（Quantum）的创始人之一，那时我已经挣了很多钱，这些钱足以让我坐在曼哈顿的别墅里悠闲地
数着股利。但是一直以来，我都属于那种喜欢冒险的资本家，我更倾向于观察和感知真实的世界，而
不是坐在会议室里看各种图表。　　用三件西服换来一顶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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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牛市》

内容概要

在《中国牛市》中，著名投资大师吉姆·罗杰斯对中国的农业、工业、商业、能源、交通、旅游、健
康、科教、房地产等重要行业，二十多年来的发展状况以及未来的走势进行了深入而透彻的分析，对
这些领域中具有投资潜力的上市公司也进行了独具慧眼的点评和推荐。该书堪称投资者把握中国未来
投资市场、获得长期受益的经典必读书！

Page 3



《中国牛市》

作者简介

吉姆·罗杰斯是美国著名的投资家，曾与金融大鳄索罗斯共同创立了量子基金。但在1980年两人分道
扬镳，因为罗杰斯要“以自己的方式投资“，他的方式就是驾车做投资旅行。他先后做过两次环球投
资旅行，第一次旅行之后，他出版了《罗杰斯环球投资旅行》一书，有50万册的销量佳绩。本书是他
在与女友（后来在旅途中成了他的妻子）进行第二次环球投资旅行后所写的。

    1999年1月到2002年1月，他们开车从冰岛出发，游历了116个国家，包括那些旅行者不太会去冒险旅
行的国家和地区，如安哥拉、刚果、苏丹、东帝汶等。这次跨世纪的旅行也可能创下了历时最长的持
续汽车旅行的吉尼斯世界记录。当然，吸引我们的并不只是这次旅行所创造的吉尼斯记录，更多的是
因为罗杰斯这个不同寻常的旅行者，他不仅仅只是一个旅行者，他更是一个投资者。在旅途中，他凭
着自己对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独到见解，记录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纠正了人们头脑中的一些陈见，
并对各地的投资前景进行了预测。比如他认为：在安哥拉将有很多创造财富的机会；波利维亚在数十
年的动荡之后可能会成为一个后起之秀，因为那里有丰富的天然气资源；欧洲注定是要失败的⋯⋯在
他的旅程中，中国是重要的一站。从书后的旅程表来看，中国是罗杰斯逗留时间最长的一个国家，这
不仅是因为古老的中国对于西方人有很强的吸引力，还因为在罗杰斯看来，中国将是一块投资的热土
。罗杰斯甚至曾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户，购买B股股票，并对中国的B股市场进行了预测。

    罗杰斯，一个成功的投资者，以其丰富的亲身经历，为读者展现了巨大的投资前景。罗杰斯是一个
探索者，在所到之处，他总能发现当地的投资价值。就像西方的书评界所说，跟随罗杰斯就能发现未
来投资的金矿。跟着罗杰斯周游世界，跟着罗杰斯投资全球，本书带给读者的就是罗杰斯新千年的投
资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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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牛市》

书籍目录

前言  紧跟中国的步伐第一章  投资：从毛式军帽到小盘股票第二章  风险：成功的危险第三章  公司：
万千品牌兴旺繁荣第四章  能源：并非都是黑色的第五章  交通：铺平道路第六章  旅游业：一路攀升第
七章  农业：你还没有投资吗?第八章  健康、教育与住房：服务大众第九章  崛起的中国：明日之国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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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牛市》

章节摘录

　　这个地方是我在与一位政府官员的聊天中谈到的。发现这个地方后， 我情不自禁地购买了一些银
行的股票。这些股票是印在纸上的，有我的高 中毕业证那么大，在这里没有什么东西足“虚拟的”。
在翻译的帮助下， 我尝试着把购买单通过开放式柜台递给一位女办事员，她看起来有些战战 兢兢。
看样子，她和其他人一样不敢接受我的钱，这必须请示她的领导， 因为我是第一个出现在她面前的“
外国佬”。即便她面带微笑同意确定交 易，但是股票还是必须要通过很多“关口”——需要多个官方
印章的确认 。而后是桌子匕算盘珠’产的“噼里啪啦”声，我不得不告诉他们：请务 必在我的股票
价格上涨之前确认交易。 不过当一切都办完之后，我还是感到很骄傲。对于一个铁杆投资者而 言，
持有中国自由市场试验的股票，要比学会用筷子还要兴奋。在真正的 上海交易所开张的前两年，我对
这个办事员说：“祝我们共同致富!”从她 目光的闪烁中可以看小她能理解我的意思。 我希望现在这
家银行的股票比卜海所有的茶叶都侦钱。我不清楚到底 是不是这样，我也不想知道。我把它镶嵌起来
托在我的墙。有朝一H它作为 文物的价值可能比作为股票的价值还要高。无沦如何我都不会卖掉它，
因 为他们告诉我：我是来此购买股票的第一个外国人。我确信中国在股票交 易上的“试验”还有很
多潜力可挖掘。在最初的12年，中国卜市公司的数 最从12家增长到接近1400家，交易所里的投资者
从40万增长到6700万—— 而这些数据还仅仅是2005年市场重新启动之前的数字!从1991～2005年，上 市
公司从两个交易所共募集资金1500亿美元。截至2006年9月，两个交易所 共有1377家上市公司，总市值
达到4000亿美元。 尽管由于政策的不连贯性，浪费了好多年——这反映了缺乏经验以及 对市场机制缺
少信任，但是上海股票交易所按市值计算已经成为亚洲第二 大市场。总市值已经超过5000亿美元，它
正朝着复兴二战前显赫地位的方 向前进。 事实上，中国很早就有资本运作方式存在，他们在私人企
业方面有大 量的实际经验，假以时口可能会做得很好。在清王朝（1644～1911）最后一 段腐朽的日子
里，大清帝国在年迈的慈禧太后的封建统治下任由西方军队 侵略洗劫。即便是这个时期，一些中国企
业也已经开始发行公共股票筹集 资金，用以扩大生产规模。在19世纪60年代，第一家证券交易市场已
经在 上海设立。包括汇丰银行在内的13家公司名录出现在1866年6月的报纸的“ 股份与股票”栏目中
（纽约股票交易所也是在1792年从小规模发展而来的） 。 早在1882年，上海就出现了第一家股票交易
公司。1891年，当矿业股 出现繁荣之时，欧洲与美国的商人成立了上海股票经纪商协会（Shanghai
Share Broker’s Association）。这是中因第一家股票交易所，它使外国 人能够购得中国股票。1914年，
中国政府通过了第一部有关证券的法规。 在北方的天津和北京也设立厂小规模的交易柜台，但是上海
的主板交易所 自1920年以来就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空前的繁荣。 那时上海被分
割为英租界、法租界和美租界，其巅峰之时被称做“东方巴 黎”。1937年，日本人的炮火和侵略使所
有的投资和投机狂潮灰飞烟灭。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动荡年代，虽然也有一些小规模的交易所
试图 重建，但在公有制经济的主导下，与股票交易相关的东西消失了30年。 1977年7月，就是在结束
使中国更为穷困的10年动乱之后的一年，作为 前副总理和红军将领的邓小平恢复了党内职务，不久之
后中国开始厂务实 的改革之路。邓小平提出了他的著名格言：“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就 是好猫
。”与此同时，中国还需要更多的东西用于重建‘孑振兴。邓小平 后来又在公开场合说道： “证券
、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 危险，是不足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
看，但要坚决 地试。” 一些人下决心要走正确的道路，尤其是在邓小平答应农民免除他们必 须将粮
食卖给公家的义务之后。那时正值1984年，是我第一次踏上中国土 地的时候。那时除厂毛式军帽外，
我没有看到太多的其他商品交易。在之 前的几年，一些工厂和百货商店已经开始按照占老的方式筹集
资金，以此 来试探政策的底线。到了1986年，邓小平已经开始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纽约 交易所的领导层
了!他的最初汁划是在深圳试验发行股票。这个位于中同南 部边境与香港接壤的农村，自从被设立为
第一个“经济特区”之后，迄今 已蓬勃发展成为拥有600万人口的城市。1988年，由一些信用社组建
而成的 深圳发展银行被允许售卖50万普通股——它很快就成功地筹集到几厅万美 元和几百万港元。 
而上海这座自19世纪中叶以来就作为中国面向西方窗口的城市，自然 不甘落后。那时为了遏制通货膨
胀，中国实施货币紧缩政策，需要寻找筹 集资金的新途径，在这种背景下，上海交易所于1990年12月
开张了。虽然 那时只有8家公司挂牌上市，但却有成千上万的人排队等候购买股票。深交 所在6个月之
后也正式开始运营。一些关于股票发行和交易的暂时性法规与 小国人从海外交易所学习而来的制度共
同管理着市场。 由于之前我看过上交所最初始的样子，因此当我第一次瞥见现在位于 浦东的上海交
易所的时候竟然惊呆了。浦东是一个摩大大楼林立的未来派 城区，它坐落于黄浦江东岸，与历史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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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牛市》

著名的旧城区隔江相望。在这儿 ，我又一‘次看到了中国是如何利用丰富的现有市场的，并在将来超
越它 们。上交所很是豪华，交易方法也属于高科技。这儿没有到处跑动的交易 者带来的混乱嘈杂，
不像纽约等城市仍采用的那种“落后的”交易方式， 没有手势和砟纸屑，而只是纯粹的电子交易——
更快捷，更有效率。当然 ，纽约股票交易所大楼建于1903年，而中国的交易所建于1990年。 起初，对
哪家公司能够上市实施严格控制的监管者，最关心的是如何 帮助那些在香港和纽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大型国有企、这些监管者没有 兴趣考虑自由市场的需求。令人吃惊的是，中国直到1994年才有《公
司法 》，1999午才有《证券法》——而此时股票市场已经开业9年了。尽管缺乏 监管，个人投资者的
数量还是在1994年年末超过了1000万。P6-9

Page 7



《中国牛市》

媒体关注与评论

　　一个西方资深投资人眼中的中国机会　　来源 价值中国网 郑磊　　JIM ROGERS显然是投资界的
明星,这位牛人不到四十岁就赚得盆满钵满退休了,成为了独立投资人.　　JIM ROGERS曾因为点评中国
的股市引起过股市大幅波动，这也许是媒体运作的结果，但此人对于中国的研究确实有相当的深度。
在国际投资界，确实存在着这么一批人，到处寻找投资机会，而他们对于投资对象的了解甚至超过了
当地的专家。ROGERS这本书，展示了他对中国各行业投资机会的理解。　　此书读来很轻松，你无
须将他在书中提到的股票作为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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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牛市》

编辑推荐

　　《中国牛市》是亚马逊网站投资类图书排行榜第一名，著名投资大师、量子基金创始人、畅销书
《热门商品投资》作者，吉姆·罗杰斯看好中国未来投资前景，断言中国世纪到来！　　　　吉姆·
罗杰斯的投资箴言：　　·如果说19世纪是属于英国的世纪，20世纪是属于美国的世纪，那么21世纪
就可能是中国的世纪。　　·一旦你发现连出租车司机都把车子卖了，把一生的储蓄全部拿来购买股
票，或者商店的售货员开始从朋友那儿借钱进行短线操作的时候，那么就是该警觉的时候了。　　·
生活中的成功故事属于那些领悟自己所知、坚持自我并仔细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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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牛市》

精彩短评

1、对中国的未来过于乐观。金融方面，要想玩过美国，非常困难。其他方面⋯⋯制度不改，永远无
法超越美利坚。
2、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有点晚啊
3、如果你赚钱了，不一定归功于你事先已经做足了功课；但如果你赔钱了，那一定是你事先没好好
做功课
4、还好。20101114看完了，书还可以的。
5、神奇的是，一个外国人对中国的环境、资源消费、农业如此的关注。而我们自己⋯⋯
6、农业、旅游、能源、交通、消费品市场
7、还不错。金融。粮食。石油行业。医疗卫生。#
8、我对中国的认识比罗杰斯少那么多。。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年了。。。
9、骗钱的书，翻翻就行。
10、新浪读书频道；选载
11、烦烦之谈，但是能看到罗杰斯对中国的general idea。或许有启发。
12、学习rogers的投资逻辑 ，但是此书有些过于笼统了

13、高屋建瓴，重读，每每觉得就是当代历史的一本绝佳预言
14、一直不知道牛市是怎么解释的，很久前看了，其实很多时候挣钱是方法，会忽悠很重要
15、学习rogers的投资逻辑
16、由于发达国家内部缺乏投资机会，所以需要鼓吹新兴市场（即高风险市场）、金砖四国等概念帮
助募集资金。
17、从外往里看中国，金融大鳄眼中的中国。
18、中国牛市
19、大师眼光看中国
20、给外国人看的书，让老外来评应该好一些
21、老外眼中的中国，这个视角太重要了!!
22、双子座的孩子说话有言过其实和不负责任的习惯
23、很宏观，感觉没有《热门商品投资》好，但是还是值得一读的好书。
24、2008年1月12日购。好书一本。
25、不值得一读。
26、有声读物
27、哈哈，忽悠人啊，这样的见解也太一般了，稍微学点得了，不求太多
28、看看也罢，写给外国人看的。
29、挺好的   很了解中国
30、从中可以看出罗杰斯思维的大格局，增长对能源的需求，13亿人口对交通、旅游、农业的需求
31、简单的看了一篇，感觉没什么深度。
32、推荐浏览，巨大的需求必然推动经济发展，有需求就有钱赚，你要你能抓住机会，并忍受的了经
济波动。
33、行者无疆
34、b
35、如果说19世纪是属于英国的世纪，20世纪是属于美国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就可能是中国的世纪。
36、枕边随意翻～感觉产业越到后面分析越浅，不过对于一个没有什么股票sense的入门者来说，还挺
有意思。但友人说在线旅游业已经亏到快哭啦 读完就想要及时update一下资讯。
37、三星半，源于对罗杰斯的实用主义骑士精神！
38、2008.2
39、一旦发现连出租车司机都把车子卖了，把一生的储蓄全部拿来购买股票，或者商店的售货员开始
从朋友那儿借钱进行短线操作的时候，那么就是该警觉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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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牛市》

40、可以再看看的一本书，简单明了吧
41、简单的看了看中文版，英文版需要认真阅读。。。
42、本来就对中国股市极度怀疑,最近还在看<中国证券市场批判>,担心自己成为愤世嫉俗者,所以看这
本书来中和一下. 应该这么说:罗杰斯对中国企业的了解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对趋势的判断我也大致同
意. 但其对中国股市中的负面因素就不甚了了,所以并未能打消我的顾虑. 除非有更充分的论据.... 而且整
段漏翻的情况从开头持续到结尾.... 很不专业. 
43、不错，性价比也很不错。
44、可爱的老头，可爱的书...
45、今时今日再读，觉得作者很有远见
46、关注附录

47、罗杰斯评中国
48、泛泛而谈。但作为一名老外，对中国的了解居然比我还多，这令我极其佩服。
49、搞了本旧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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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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