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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金融学》

前言

几乎每天，我们都会涉及到金融事务的处理，存钱、取钱、花钱、贷款、转账、缴费、炒股、买保险
、炒汇、炒期货、开户、用信用卡，或者是考虑让自己的钱保值增值⋯⋯即使没有这些事，金融危机
、金融调控、通货膨胀、金融诈骗等事件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和积蓄！ 金融就像影子
一样，无法摆脱！其实，它早已融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早已经金融化了。 可我们却还不能真正
理解那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金融事件、金融现象、金融调控、金融新闻和金融活动究竟是怎么回事，
甚至在处理我们自身的金融事务时，我们也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一些
起码的金融知识，这些金融知识够我们正确处理自己的金融事务，够我们理解发生在身边的金融现象
。我们无意于成为金融专 家，我们需要的只是一把钥匙，而不需要艰深的金融理论和晦涩难懂的专业
术语，本书的最大特点就是将这些理论“磨成”我们普通百姓拿来就能用的“钥匙”。 本书撇开那些
金融理论，只从我们普通人每天面对的金融问题开始。如何存钱、如何花钱、怎么贷款、怎么用卡、
怎么理解炒股、怎么理解炒汇、怎么保险、怎么防止折钱、怎么和那些金融机构打交道、怎么保护自
己的金融权益、钱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的钱是怎么被调控的⋯⋯书中围绕大家最关心的“钱”的问
题来介绍相关的金融知识，将涉及钱的各个环节的金融知识一一展现，将这些环节的金融知识有机地
“串”起来。 对金融的理解是个过程，因为金融业本身也在不断地演化之中，本书呈现出的只是基于
百姓生活视角下的金融知识。当然，这未必容易。欢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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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金融学》

内容概要

《生活中的金融学》撇开那些金融理论，只从我们普通人每天面对的金融问题开始，围绕大家最关心
的“钱”的问题，用生动的文字和插图介绍相关的金融知识。将如何存钱、花钱、贷款、用卡，如何
理解炒股、炒汇、保险，怎么防止折钱，怎么和金融机构打交道、怎么保护自己的金融权益等金融知
识有机地“串”起来，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一一展现给广大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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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金融学》

作者简介

弘道，北京大学博士，现为人本投资集团（中国）公司董事兼外务主管。12年金融投资业从业经历，
一直从事股票、债券和期货投资的研究和投资工作，对金融体系有独到的理解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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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金融学》

书籍目录

第一章  从货币的“钱眼”里望去⋯⋯  第一节  钱到底是咋回事：货币的本质    一般等价物：货币的本
质    从实物到信用：货币之演进    理解现代货币制度的关键：当今人类的金融体系都是建立在信用货
币的基础之上的    给货币立“规矩”：货币制度    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
桥上的：货币的伟大及危险  第二节  数量视角下的货币：“钱”都是从哪儿来的？    自我繁殖：货币
的派生机制    给你一个货币的数量概念：货币供应量    同样的钱，不同的含义：M0、M1、M2、M3    
货币供应量的水龙头：基础货币    货币乘数：注入一块钱，能生出几块钱？  第三节  价格视角下的货
币：利率    货币的价格：利率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利率体系    牵一发而动全身：利
率之重要    有什么样的利率就有什么样的经济：利率之合理    调还是不调：利率之制订    第四节  钱咋
不值钱了呢：货币的价值    金融危机：都是货币惹的祸    钱不值钱了：币值稳定之重要    物价指数：
衡量币值稳定的指标(一)    汇率：衡量币值稳定的指标(二)第二章  谁在调控我们的“钱”：中央银行  
中央银行：金融皮影的“挑线人”  第一节  中央银行：一个主导我们金融生活的机构    谁是中央银行
呀？    统一货币发行权：中央银行的起源    沧桑的凝固：中央银行的历史    中央银行：金融体系的“
神经中枢”    独立性：中央银行的立身之本    剪不断，理还乱：央行的独立史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央行的独立现状    中国人民银行：我国的央行    庞大而精细：我国央行的组织形态    扁平化的世界：
我们可不只有一个中央银行    不一样的央行：中央银行的类型    英格兰银行：历史最悠久的央行    欧
洲中央银行：跨国的央行    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美国的中央银行    国际金融组织：央行的联盟  第二节 
金融稳定：央行的天职    金融危机：徘徊在我们金融生活中的“幽灵”    金融稳定：没有金融危机的
金融体系    金融稳定：央行之天职    从哪做起：维护金融稳定的框架    防患于未然：金融稳定之监测
和评估    十八般兵器：金融稳定的工具  第三节  货币政策：央行的武器    宏观经济调控：央行的另一
副担子    宏观经济的“调节器”：货币政策    选择之难：货币政策的目标    松好还是紧好：货币政策
的取向    水到渠未成：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寸长尺短：货币政策的工具    最可手的兵器：公开市场
业务    重型武器：存款准备金率    小型武器：再贴现率    价格型工具：利率    汇率：涉外的货币政策工
具第三章  “钱”交易的地方：金融市场  交易金融工具的地方：金融市场  第一节  货币市场    货币市
场：金融机构进行流动性管理的地方    无担保的借贷：同业拆借市场    以债券质押的借贷：回购市场   
货币市场的价格：基准利率  第二节  债券市场    债券：可以交易的标准化“借条”    债券市场：债权
方式的投融资体系    拍卖制还是做市商制：债券市场的买卖规则    利率期限结构：债券市场的坐标    
批发还是零售：债券市场的层次结构  第三节  股票市场    股票市场的起点和基石：上市公司    炒来炒
去炒什么呢：股票    买、卖股票的场所：股票市场    怎么这么乱啊，他们/她们/它们都是干吗的：说说
股票市场的参与者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多层次的股票市场    涨了还是跌了，让人牵肠挂肚的股市
行情  第四节  期货市场    我们需要知道未来的价格：期价    期货合约：未来交收的商品    期货交易制度
：生成期价的机制    这个市场不是为了买卖，而是为了生成期价：特殊的期货市场    到底谁决定谁：
期货价格的全球一致性    到底谁跟谁啊：谈谈期货市场的参与者    只要能标准化，就能成为期货：谈
形形色色的期货种类  第五节  外汇市场    外汇市场：进行外汇买卖的场所    外汇市场的参与者结构：
到底谁说了算？    分工各异的市场体系：外汇市场的层次结构    绵延的汇市：谈外汇市场的全球一体
性    不一样的商品，不一样的市场：谈外汇市场的特殊性    亟需完善：我国的外汇市场第四章  谁在负
责处理我们的“钱”：金融机构  满街都是金融机构：我们早已离不开它们  第一节  商业银行    商业银
行：经营货币的企业    利差，养活银行的“金饭碗”：商业银行的业务    晒晒我们对银行的不满  第二
节  证券公司    证券公司：资本市场的主导者    还是靠佣金：券商的业务    何时，我们才能共赢：股民
问券商  第三节  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风险转移机制的设计者、组织者    靠投资，不靠保险：保险公
司的业务    保的好“心”苦：保险消费者的感慨  第四节  基金公司    基金公司是干嘛的：“受人之托
、代人理财”    投研为生：基金公司的业务    想说爱你不容易：“基民”眼里的基金公司  第五节  期
货公司    期货公司是干嘛的：期货投资者与期货交易所之间的桥梁    赚通道的钱：期货公司的业务    
诚信期货：期民的共同期待第五章  咋挣“钱”呢：金融投资  金融投资：致富的另类选择  第一节  我
该进行金融投资吗：对金融投资的理解    —点也不亚于实业投资：金融投资的潜力    金融投资的优势
：门槛低、流程短    风险大：金融投资的缺陷    良好的心理素质：金融投资的起码要求    寻找适合自
己的投资模式：金融投资模式  第二节  债券投资：以债权人的身份赚钱    买卖债券性投资工具以获益
：债券投资的逻辑    债券：债务人发给债权人的凭证    应有尽有：债券性的投资工具    小又不小：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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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金融学》

券投资的风险  第三节  股权投资：以股东的身份赚钱    VC：承担最大风险、获取最高收益    PE：投资
已成形的企业    股息还是股价：股票投资之道    “‘股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股票投资之难  第四节 
商品期货投资：有波动就有机会    商品期货投资：买、卖明天的商品    期货合约：标准化的商品买卖
合约    商品期货的投资策略：投机和套利    商品期货投资的优劣：美丽和邪恶同行  第五节  外汇投资
：从汇率波动中淘金    什么是外汇：以外币表示的国际支付手段    有哪些外汇投资工具可以期待？    
外汇投资是怎么回事？    你交易的可是特殊的商品：谈外汇投资的特殊性  第六节  委托投资：请别人
帮我赚钱    拜托您了，专家：委托投资    买基金：最流行的委托投资方式    信托产品：可不仅仅是证
券投资    银行理财产品、券商理财产品：争食理财市场大蛋糕    私募基金：还游走于边缘地带  第七节 
另类投资：金融衍生工具    衍生工具：一系列的金融合约    权证：国内唯一的期权品种    结构性产品
：取决于和谁挂钩第六章  怎么总是不够花：用“钱”  第一节  先存再花：存钱    “储蓄是美德”：老
话重提    储蓄的种类：存活期还是定期呢？    开个存款账户：我的账户我做主    存款的报酬：储蓄利
息    不一样的储蓄：外汇储蓄    存款也是门学问：配置存款有窍门    存点钱不容易，可别出什么差错
：说说“存款安全”  第二节  花钱：资金结算的过程    钱是咋转走的：支付清算系统    怎么方便怎么
用：银行结算的工具    你手边的银行：电子银行    银行卡：用卡可有学问    银行收费  第三节  缺钱用，
咋办：个人贷款    救急或圆梦：个人贷款    有哪些贷款可以期待：个人贷款的种类    搞清个人贷款的
基本问题：贷款的流程    如何贷款划算：贷款筹划    别让你的贷款力受损：征信第七章  不时之“钱”
哪里来：保险  第一节  保险究竟是怎么回事？    保险：转移风险的一种方式    保险的原理：四根柱子    
保险当事人：保险权益的担当人    保险中介：保险当事人以外的保险关系人    保单：那就是合同    “
拿到钱才算数”：保险理赔  第二节  漫漫人生，哪些需要保？    人身保险：保生命和身体    财产保险
：保财产及有关利益    社会保险：保劳动能力和工作机会  第三节  咋保呢：保险实务    筹划—下，我
们家该怎么保？    在哪家公司保呢？    投保须知    投保后，我们还有哪些义务要承担    出险后该如何应
对？第八章  小心！别把你的那点“钱”给折腾光了  折钱：总是难免的  第一节  别让假币混进你的口
袋    坑人的假币：有钱的地方就有假币    真假人民币对比：九个不同    假币识别的要领：四种方法  第
二节  骗你没商量：金融诈骗    请君入瓮：应有尽有的金融诈骗    坐在家里还被人骗了，短信诈骗    骗
得很经典：ATM诈骗    “卡”得你真难受：银行卡诈骗    网上海盗：网络金融诈骗    “骗得你最痛”
：非法集资    融资过程中的诈骗：“黑中介”    从头骗到脚：投资诈骗    你的保单是真的吗：保险诈
骗    骗得你触目惊心：非法金融机构  第三节  勿成苦主    到底错在哪了？    金融人生尤其需要“克已”
   要对金融世界的“复杂”留一份清醒：虚心  第四节  让你没辙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金融风险：让你无
能为力    头号窃贼和最慷慨的施舍者：通货膨胀    货币危机：一国货币的大幅贬值    信贷危机：经济
紧缩的开始    多米诺骨牌效应：金融机构危机第九章  谁来保护我们的“钱”：金融监管机构  金融监
管机构：金融体系的守护者  第一节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银监会：银行业的监管者    它们是
怎么监管的：银行业的监管方式    金融维权：监管机构不是法院  第二节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保监会：保险业的监管者    它是怎么监管的：保监会的监管方式    不是万能的：说说监管失效  第三节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会：证券行业的监管者    集中统一：中国证监会的监管方式    我们本
可以做得更好的：监管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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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金融学》

章节摘录

插图：试想一下，如果每家商业银行都可以发行货币会怎样？你口袋里的钞票既有农业银行发行的，
也有招商银行发行的，还有你们当地城市商业银行印制的⋯⋯，而且，这些银行又都是个人开的，随
时有倒闭的危险⋯⋯其实，300多年前的金融生活就是这个样子！那个时候，流通中的钞票是商业银行
自己发行的，我们称之为银行券，如果发钞银行倒闭，则银行券也就成了废纸。19世纪的美国，
有1600多家银行竞相发行钞票，期间有多达3万多种钞票进入市场流通，混乱的货币秩序严重扰乱了国
家的经济和金融秩序。汲取教训后，各国相继通过法律的形式将发行货币的特权集中到本国的一家银
行，中央银行就是由此而来的。早期的中央银行因为和政府的密切关系，且具有发行货币的垄断性特
权，实力和信誉远超同时期的其他银行，在其他银行出现流动性危机或者濒临倒闭时，中央银行会出
钱予以帮助，因此逐渐承担起“最后贷款人”的角色，渐渐地，中央银行发现与其等商业银行出事后
再救助，不如事前就进行主动监督管理，于是就有了监管商业银行的职能，逐渐地，它又被赋予了利
用有效的工具进行宏观经济和金融调控的职能，于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就这样形成了。19世纪
初，较完善的中央银行制度才开始形成。1920年在布鲁塞尔国际金融会议上提出的发行银行应脱离各
国政府控制的观点，成为各国建立中央银行最重要的理论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央银行国有化成
为当时改组和设立中央银行的重要原则。同时，在保持中央银行相对独立的情况下，国家加强了控制
。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召开加强了各国中央银行的合作，在此基础上，1945年12月成立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推动了各国中央银行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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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金融学》

编辑推荐

《生活中的金融学》：一本难念的“钱经”，一把开启您金融人生的钥匙。翻开它，不管生活中的金
融问题如何让您困惑，您都能找到答案⋯⋯最生动有趣的金融学如何存钱？如何花钱？怎么贷款？怎
样用卡？怎么理解炒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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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金融学》

精彩短评

1、的确是生活中有用的金融学，很有价值。
2、正版书 生动详实 正在阅读
3、简单明了。
4、结合了生活中的现象，还不错
5、入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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