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读博弈论有感 伟大的博弈读后
感(大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
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读博弈论有感篇一

带着这诸多的问题，我仔细阅读了戈登先生的《伟大的博弈》
一书，并获益匪浅。接下来，我将分别从“缩放华尔街的发
展史”和“史为鉴而知兴替”两个方面来浅谈一下自己阅读
本书的体会和思考。

自从1653年荷兰人建立了华尔街开始，华尔街就凭借着其得
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荷兰人传统的商业精神，以及它那上帝
赋予的好运气，踏上了它的崛起之路。为了更好的理解和发
现其成长过程中的规律和经验教训，我以时间为线索，梳理
了对华尔街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大事，并制作成了“华尔
街金融史大事记时间轴”。(具体如图所示)

结合上图，我们可以将华尔街的发展历程大致归纳为三个阶
段——

19世纪30年代的华尔街就像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对于一切
都还处于“无知”状态，各色的投机更是司空见惯。为了规
范市场，人们不断进行着尝试。但是，没长大的华尔街还是
靠着自我调节一点点的长大。

南北战争，为华尔街的成长提供了契机，它贪婪地吸食
着“历史的机遇”，迅速成长壮大，市场上的投机行为更是
无法无天，野蛮残酷。为此，1913年，美联储顺势而生，这



一年也因此而成为了美国金融史上的分水岭。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华尔街逐步步入了有序稳定发展的成年
期。相比混杂无序的童年时代和无法无天的青春期，华尔街
的市场规范体系逐步完善，更多的投机者们的利益得到了重
视和保护，其作为全球金融的心脏正迈着矫健的步伐走向未
来。

回顾华尔街的成长历程，类似《梧桐树协议》、逼空战、伊
利铁路、黄金逼空、南北战争、美联储、一战、大萧条、二
战、纳斯达克的字眼总是那么的扣人心弦、耐人回味。综合
华尔街的成长历程，我认为有这样几个独特的视角尤其值得
我们思考和学习。

区别于以往对战争分析的书籍，戈登先生从“金融”的独特
视角出发，对历史上的几大重要战争的胜败进行了深刻的分
析。

从几次大规模的战争来看，一方面，金融市场为战争提供了
充足的战备资金以保证战争的胜利;另一方面，战争对融资
的'巨大需求，也反过来推动了金融市场的兴盛壮大。对于华
尔街而言更是如此。基于这样的视角，戈登先生主要分析了
南北战争、一战和二战三场战争对于华尔街的成长影响。

19世纪70年，美国爆发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内战——南北战争。
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100年中美洲最大的军事冲突之一，
南北战争的规模和破坏性都是巨大的。而同样影响深远的是，
华尔街上的金融家库克为北方政府大规模的公开发行战争债
券，使得北方政府最终战胜了因大量印钞而引发大规模通货
膨胀的南方政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前线的战士流血牺
牲的时候，在战争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和金融需求的催生下，
华尔街走向了繁荣的牛市，并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二大资本市
场。



“战争”带给华尔街的另一次福报是20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
大战。尽管在战争之初美国对欧洲的出口活动受到了严重的
冲击，纽约证券交易所也因为战争而非正常闭市，但战争创
造了对军需品和农产品的巨大需求，订单源源不断的飞向了
美国，这给美国带来了自南北战争以来最大的经济繁荣，而
华尔街也迎来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牛市。战争，就像一只红
了眼的“狮子”，张大了嘴吸食着来自于华尔街上源源不断
的金融资源。长达四年的战争，使得美国从世界上最大的债
务国一跃变成了最大的债权国。同时，华尔街也成为了世界
金融体系的太阳，而包括伦敦在内的世界其他金融市场，从
此成为了围绕这个太阳旋转的行星，并再也没有改变过。

资本主义一个大的缺陷就是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20世
纪30年代，当美国深陷“大萧条”的泥沼中时，即使罗斯福
使出浑身解数，他的新政也没能结束大萧条。而同样比较讽
刺的是，是战争——这样一场对绝大多数人而言的灾难，再
一次解救了美国，并把它推向了更高的台阶。在整个二战期
间，美国经济扩张了125%，实现了其经济史上最令人瞩目的
高速发展。

南北战争、一战和二战，对于更多的人而言，是无法弥补和
恐怖的灾难，却戏剧化的催生了华尔街、美国的繁荣。我们
几乎可以这么说，在一定意义上，是战争成就了华尔街，成
就了“美国世纪”。我觉得这正是本书的独特所在，也的确
具有很大的合理性和说服力。

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投资家曾说过，“世界上不会有任何其他
地方的历史会像华尔街历史一样，如此频繁和千篇一律的重
复自己。当你看到现实生活中上演的资本市场的起起落落时，
最让你震惊的是，无论是市场投机还是市场投机者本身，千
百年来都几乎没有丝毫改变。这个资本的游戏亘古未变，同
样亘古未变的还有人性。”的确，是人性(尤其是资本家)的
贪婪，造就了一次次的投机逼空案，而恰恰又是人们的恐惧，
“成功”的催化为一次次的金融恐慌。伊利运河股票投机案、



哈莱姆股票逼空案、伊利铁路股权争夺战、黄金操控案、铜
矿股票投资案等无一例外不是因此而发生，杜尔、利特尔、
古尔德、菲斯科、海因兹等资本家无不长大了“嘴巴”吸食
着华尔街上源源不断的利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几乎随着每
一新的商业机会的涌现，人性的贪婪总是能够成功的炮制人
们对于未来的玫瑰色幻想，并最终演化为一场场的投机逼空
案。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当时的美国政府连中央银行都没有。其
对经济运行机制，尤其是对金融市场的规范和影响几乎为零。
更谈不上在市场陷入恐慌和危机的时候，实施救助以阻止恐
慌蔓延为全国范围内的危机。所以，在华尔街比较粗放的时
代，这样的阵痛总是频频出现，华尔街也因此被认为是“牛
仔相互厮杀的地方”，毫无规范可言。但是，也似乎只有经
过一次次的阵痛，人们才能意识到超越个人利益的共同利益
的所在，而去推动规范措施、法律法规的出现，以不断地完
善市场来维护人们共同的利益。也正因此，华尔街的发展史
也被称为是一部不断自我毁灭、自我纠错、自我发展、自我
完善的历史进程。

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历史沉浮，无数过客匆匆而过，留给我们的是无比珍贵的经
验教训。戈登先生将历史重现，作为读者，兴致之余，更多
的应是思考和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以更好的完善自身，
避免第二次第三次他如同一条河流。

当下，中国资本市场已然成长为规模仅次于华尔街的全球第
二大资本市场，背后蕴含的是中国经济的崛起和中国资本市
场的不断改革创新。但同时，我们也应该非常清楚地看到中
国资本市场在效率、机制和结构等方方面面与发达市场还有
巨大的差距，更应该洞悉当今国际资本市场上交易所跨国并
购、上市资源争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等新的全球博弈格局
和严峻挑战。为此，中国资本市场需要迈上真正走向世界一
流资本市场的征程。[1]基于此，结合美国的金融发展史，我



认为有这样两点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在刚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戈登先生要将这
本介绍华尔街发展史的书籍称之为是“伟大的博弈”呢?究竟
是谁和谁，亦或是什么和什么在博弈?又为什么将之称为是伟
大的博弈呢?究竟伟大在了哪里?带着这些问题，我读完了全
书。并初步有了自己的理解，当然不一定准确。我认为戈登
先生所说的博弈，具体到华尔街上有多层含义，它包括了汉
密尔顿主义者和杰斐逊主义者的博弈，智慧与狡黠、高尚与
腐败的博弈，投机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博弈，无形的手和有形
的手的博弈，以及各个利益阶层的博弈。而戈登先生之所以
将之界定为是伟大的博弈，是怀着“非零和博弈”的假设和
期望的。每一个博弈场，都有其参与者、博弈策略和计分规
则。相比普通游戏中的博弈，自由市场的博弈并不是一个零
和博弈。如果其参与者是完全理性的，并拥有完备的信息，
那么博弈的结果则有可能是所有的参与者都是赢家。当然，
完全理性和完备信息的假设都是超现实的，但是当市场的自
发调节机制和政府的适当规范能够有效结合的话，市场的总
和确确实实会达到大于单个市场之和的效果。

所以，在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尤其要注意政府的宏
观调控和市场的自发调节的有效结合。正如戈登先生所说的
那样，“资本市场的博弈牵动着大国的博弈和兴衰”。我们
必须深化我国资本市场的市场化改革，从而提升我国资本市
场的国际竞争力。基于此，我们应该努力深化监管体制改革，
完善公司治理信息、加强信息披露、增强投资者信心，推动
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完善，以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博弈格局
中赢得优势。

19世纪中期，华尔街上连续发生了三起大的投机案——哈莱
姆股票投资案、伊利铁路股权争夺战和黄金投机案。在这三
起投机案中都暴漏了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政府的腐败给
金融市场带来的灾难。戈登先生陈述到，今天的人们可能无
法想象19世纪中期美国政府的腐败是多么的彻底。由于证券



法律法规严重缺失，在股市中兴风作浪的投机商无一例外地
都豢养和控制着忠实于自己的法官，而后者则竭尽所能利用
职务之便来影响股票价格的涨落。事实上，股票投机者的博
弈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场腐败的立法官员竞相订立和随意
篡改股市规则的游戏。而博弈的结果，则更多的取决于立法
官员们侵害公权的无耻程度和技巧高低。

当然，我在此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说我们的政府怎么了，
只是觉得我们也应引以为戒。在规范市场的同时，不要忘了
从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的角度加强引导和控制，严禁因侵害
公权而谋取私利的行为。加强正确立法、严格执法、严厉处
罚的力度，规范和优化市场秩序。

《伟大的博弈》以发生在华尔街的投机案为脉络，展示了华
尔街自我毁灭、自我纠错、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历史进程。
戈登先生以其独特的视角向后人诉说了华尔街的历史，资本
主义金融市场的发展史，留给后人，是无尽的思考，思考，
再思考。所谓史为鉴而知兴替，如何借鉴华尔街发展的经验
教训，来谋求我国金融市场的良好健全发展，是时代赋予我
们的伟大使命。

读博弈论有感篇二

本书介绍了华尔街的发展史，基本上也是美国金融市场从建
立、发展到成熟的一段历程，更是美国经济200多年发展的一
个缩影。与《货币战争》所强调的金融对一个国家具有非同
一般的重要性一样，本书也是如此。但不同的是，《货币战
争》把美国建国以来所有的重大事件都跟金融联系到一起，
包括南北战争、二战、每次经济危机、历届被暗杀的总统等，
让我感觉有些牵强。拿历届总统被暗杀来说，宋鸿兵先生都
把它认为是一个巨大的阴谋，这些事情发生在司法制度很完
善的美国让我很难相信，尤其是幕后的各利益集团均未受到
惩罚，所以我更认为《货币战争》是一本唯阴谋论的小说。而
《伟大的博弈》则以华尔街历史上的很多知名人物为主线来



展开叙事，其中包括了摩根、美林等的创始人，也包括一帮把
“逼空”玩得炉火纯青的牛人，正是这些人推动了华尔街和
美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本书同样像本小说，但读起来感觉更
惊心动魄，也更真实、更令人信服。回想一下，看完之后有
以下几点感慨:1金融这东东，真的很强大。

它小则影响每个人的生活，国家的一点金融政策变动就可以
影响普通百姓手中的财产，多年辛苦累积的财富可以瞬间化
为乌有;大则影响国家的命运，一个国家是繁荣稳定的发展，
还是在动荡中衰退，都受到国家金融政策的影响，试想没有
书中提及的几次国家对证券市场的干预，不知会发生多大的
灾难。本书后序中认为，清朝gdp远超过英国和日本，但在战
争中却输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资本市场，融资能力不足，
导致打仗时没钱，我觉得还是蛮有道理的。

2.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这句话听得多了，但一直没有
去认真对待，直到看完本书后才发现，多少富翁曾经是那么
风光无限、一掷千金，但在金融市场上只一次失算，就可能
倾家荡产，甚至永无翻身之日。不过这也可能是好事:)家族
的衰落成就了曹雪芹写出《红楼梦》，而股票市场的失意则
成就了格兰特写出《格兰特回忆录》。

3.在利益面前，正义、道德显得很渺小。股票操作者可以为
了利益谎言连篇蒙骗大众;立法官员可以与股票操作者狼狈为
奸，两边通吃，甚至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修改法律。这点与
马克思说的“有百分之百的利润就敢践踏一切法律”很一致。
4.任何事情不会是一出现就是完美的，都必须在实践过程中
不断地去完善。美国的证券市场也是如此，从一步步的不成
熟走向成熟。正如戈登在和祁斌的对话中讲到:“美国的经济
发展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人们可以做任何事，直到政府
立法来规范。”

本书译者还为每章撰写了导读，合理加注，并亲自与著者进
行对话等，让我感觉译者为本书花了不少心血、很敬业，佩



服一下!虽然看了本书后，感觉收获比较多，但由于刚刚接触
金融，有些地方没看懂，囫囵吞枣的就过去了。相信以后再
有机会来重读这本书，更有更深的感悟。最后本书给我最深
刻的一句话是:“对于市场恐慌，你只需要开闸放水，让金钱
充斥市场。”

这本书讲述了华尔街的历史。如果把资金比为血液，那么华
尔街就是输送血液的心脏:工业革命时它把资金输送给企业，
战争时它通过战争债券把资金输送给国家。科技给资本运作
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比如自动报价机和计算机的出现，在
各自的年代加快了信息的传输，同时资本也为科技的发展提
供了有力的保障.

读博弈论有感篇三

现在的我处于临近本科毕业和研究生入学的过渡阶段。放眼
看周围的同学，早就进行了校园招聘或其他入职考试，踏入
了实习就业的征程。而我就很“闲”的待在学校，可能因为
突然有了一段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感到十分的不习惯。也
许学习是一件有惯性的事情吧，突然停下来，心里还挺不好
受的。

我决定好好利用这一段时间，在完成学校的毕业论文和实习
报告之余，去做一些我考研期间特别特别想做的事情，去学
习一些实用的技能，去了解自己。我想把我这段时间所学、
所见、所想分享给大家。因为我是同时做一些事情，所以可
能会看我一会分享一本书、一会分享一部电视剧、一会分享
自己参加的活动等。

给自己列了一份读书清单，大部分都是和我专业相关的（还
是特别喜欢自己的本专业）。读的第一本书就是约翰·s·戈登的
《伟大的博弈——华尔街帝国的崛起》。看书名就可以知道
这是一本以华尔街崛起为主线来描写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历
史。作者把这些分析穿插在一系列事件和华尔街有名的人物



中，有些描述真的是在一本正经的搞笑，没有基础的人看这
本书，应该也会觉得挺有趣的。

从这本书里，你可以看到华尔街与美国经济发展的交织之路。
华尔街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伊利运河的修建、
铁路建造、汽车工业的发展所带来的融资需求，电报、电信
和互联网改变的信息传递方式，恩~华尔街的发展应该还和两
次世界大战分不开关系。当然资本市场起初的发展和政治也
交织在一起，可想而知有多混乱。即使是最发达的美国市场，
曾经也有过混乱、肮脏、腐败的时期。政府官员与资本家
的“合作”，内幕交易严重。

你可以看到华尔街是如何一步一步变成世界金融中心的，它
经历过火灾、爆炸、恐怖袭击和很多次金融危机。也许历史
像是在不断的'重复上演，但是在一场一场的博弈下，历史也
不再是简单的重复自己了。如果你水平高一些，也可以结合
一下当下中国金融市场的问题，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你可以看到在华尔街留下姓名的人。他们有的是因为有手段、
太卑鄙又干了几票大的被记住（当然通常他们的下场都比较
惨，玩着玩着把自己赔进去了）；有的是为华尔街的发展做
出贡献的，他们有才华、有正义感、有能力；还有的是因为
很有钱又很会赚钱但极度守财被历史所记住。现实世界可比
什么八点档电视剧、小说精彩多了。

对了，你还可以看到译者添加的同一时代的东方和西方的对
比。他们的发展经济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

我不是一个英雄主义的人，我觉得一个人的成功离不开所处
的时代背景、周围环境。一件事情的成功离不开那些看似巧
合却又合情合理的事情的帮助。华尔街的地理位置、美国分
封而立的基因、美国经济的发展、时代的机遇和无数次创伤
后的改正、改善都在帮助它一步一步坐上如今的位置。



读博弈论有感篇四

上半年看过的两本书，当时没写完书评，现在完成烂尾工程
后推出！

连着读了两本金融方面的书籍，华尔街经典《伟大的博弈》
和全球畅销书《富爸爸穷爸爸》。前者讲述了华尔街从最初
名称的诞生，到二十一世纪初之间的三百年跌宕起伏的辉煌
历史，后者讲述了作者认为的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最根本的原
因——对财务知识的重视程度。

《伟大的博弈》自从出书以来，一直是众人了解华尔街历史
的首推书籍，其经典之处在于，作者以小说的笔法书写金融
史，并以其高超的写作技巧和讲故事的能力，将长达三百年
且纷繁复杂的华尔街历史娓娓道来，读起来令人丝毫不觉枯
燥，反而欲罢不能。整个记叙方式和写作手法很像吴晓波的
《激荡三十年》，但不管本文所记叙历史的长度还是复杂度，
都远远超过吴书所记叙的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所以本书的
知名度和经典程度也要远远大于后者！

《伟大的博弈》完美地描绘了华尔街乃至整个美国金融史三
百年来的发展图景。而从这三百年的发展来看，金融这一门
学问，哪怕是到了今天，仍然还是处于不成熟的阶段。

因为，一方面从历史来看，和众多动辄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学
问来比，哪怕是经济学，现代金融学实在是太年轻了！读后
感·另外一方面，标志着证券投资走向成熟，正式成为一门
科学的事件——格雷厄姆《证券分析》的出版至今也才80年
而已！

读博弈论有感篇五

这本书算是科普类的，属于理论介绍性质的教科书。书里不
仅介绍的博弈论的概念，还基于博弈论介绍了一些应对思路。



博弈是指一些个人、团队或其他组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
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依靠所掌握的信息，同时或先后，一
次或多次，从各自可能的行为或策略集合中进行选择并实施，
各自从中取得相应结果或收益的过程。

博弈论是一种关于游戏的理论，又叫做对策论，是一门以数
学为基础，研究对抗冲突中最优解决问题的学科！

在博弈论中，最出名的就是“囚徒困境”、“纳什均衡”
和“零和博弈”的概念。

“囚徒困境”说明，从个体利益出发的行为最终也不一定能
真正实现个体的最大利益，甚至会得到相当差的结果！具体
来说，就是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做法，往往会损害集体利益，
反过来又会侵害到个体利益。所以说，个体在考量利益的时
候，一定要先考量集体的利益，一定的约束和节制反而能收
货个体和集体的最佳结果。这个其实侧面也驳击了亚当斯密的
“看不见的手”的理论。

纳什均衡的基本思想是：在这个解集中所有博弈者的策略都
是对其他博弈者所用策略的最佳对策，没有人能够通过单单
改变自己的策略提高收益！这个很好理解，因为没有人是绝
对独立存在于一个环境的，这个环境和局面是参与者的共同
作用的，闭门造车是行不通，自己闷头想策略最终也不可能
得到预期的效果。

博弈论是非常强调时间顺序和信息的重要性的，认为时间顺
序和信息是影响博弈均衡的主要因素！所以时间差和信息差，
是最有效的用来影响博弈结果的因素。日常也经常可见利用
时间差或信息差来获取竞争优势的情况。你能最快的掌握更
多的信息，那么在整个局势中，就能拥有更多的主动权和优
势。

书里指出“非合作博弈的结果有可能是低效率的，个人理性



导致的可能是集体的非理性”，由此可见无论是为了追求高
效率，还是集体的整体利益最大化，合作都是最佳甚至是唯
一途径。

所以，合作是追求高效率和整体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途径，但
是要想达成合作，一定要秉着互利共赢的态度，一定要给予
对方一定的利益满足。在零和博弈或者它们的重复博弈中，
彼此合作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另外，虽然有时候一些博弈方声称将采取什么样特定的行动，
以影响和制约其他博弈方的行为，但如果这些行动缺乏以经
济利益为基础的可信性，那么这些想法或声明最终就是不可
信的，不会有真正的效力。

博弈分析最基本的目的之一是预测。但是博弈论讨论的前提
是所有博弈方都是理智的，在实际现实中还是应当考虑到有
不理智、破坏和犯错误的存在！也就是说要做好突发情况发
生的缓冲机制，用《稀缺》里面的话说，就是要留有“闲
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