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货币商人读书心得(汇总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
起来看一看吧。

货币商人读书心得篇一

不论人们如何看待罗斯福在执政期间的表现，其政策的一致
性一直是为人称道。这些政策有一个明确的共同目标:首先需
要提升国内物价水平，其次才是稳定美元币值。罗斯福总统
带领美国人民走出了金本位的桎梏，这看似是一个时代的落
幕，实则是一个崭新时代的开篇。在罗斯福看来，经济复苏
的重要性远高于稳定美元币值。

1933年3月的华盛顿特区一片阴霾，冷雨潇潇。4日的这个星
期六，富兰克林罗斯福正式成为美国历史上第32任总统。民
众不顾阴冷天气的阻挠，聚集在国会大厦，等待新任总统发
表就职演讲。

聆听就职演讲的美国民众既对新一届政府充满了期望，同时
也对时局感到深深的忧虑。当时，美国的失业率已逼近25%，
生活无着的人们对政府丧失了信心，暴力事件在多地频
现。1932年的夏天，就连美利坚合众国的武装部队也爆发
了**。由于政府承诺的战后补偿迟迟未兑现，“一战”的老
兵们便聚集起来，发动了一场对白宫的“战役”:一支由数千
名失业的退伍军人组成的“补偿金远征队”被派到了华盛顿
特区。他们在市内安营扎寨，要求联邦政府兑现先前的承诺，
给予他们生活上的救济。

社会的动荡还不限于此:千万美国家庭因无力偿还银行贷款而



被迫与他们的家园和农场诀别，上千家银行纷纷宣告破产。
储户对美元价值的信心之坝已经崩塌，他们不断地将手中的
纸币兑换成黄金。面对挤兑风潮，美国联邦储备体系已处在
崩溃边缘。为了平复社会中弥漫的恐慌，罗斯福总统在就职
演讲中呼吁美国民众重振信心，迅速行动起来应对危机。他
提到，“唯一值得我们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一种莫名其
妙的、丧失理智的、毫无根据的恐惧，将人转退为进所需的
种种努力化为泡影”。接着，罗斯福总统还向美国民众承诺
银行家将不再干预华盛顿的决策工作。在罗斯福的就职演说
临近结尾时，他提到了一项关键的“施政方针”:国家将向市
场注入“充足而健康的货币供给”，而这也成为他上任后的
第一项工作。为了让“货币兑换商”不再为一己私欲而损害
公众利益，罗斯福总统将要打造一种全新的美元。

正当美国民众在为新总统就职而举行庆祝--与舞会之际，白
宫里的工作人员已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为挽救全国的金融体
系，新抵华盛顿的民主党人与即将卸任的共和党人开始进行
合作，商讨方案，草拟法令。

就在就职演说隔天的深夜，罗斯福总统已做好签署一道行政
指令的准备,但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首席法律顾问沃尔特·怀亚
特(walterwyatt)在这时阻止了他。怀亚特解释说：“今天是
礼拜日。如果总统在主日签署法令，恐怕有损就职演说中提
到的对的笃信。签字可以暂放一下，反正很快就到周一
了。”正是在这份周一签署的指令中，美国联邦政府发布
了“全国银行歇业休假公告”，禁止银行在歇业休假期间对
外支付黄金或进行外汇交易。公告发布两天后，罗斯福告诉
记者，该公告并非只是一时的应急举措，它为一个崭新的、
永久性的货币制度开启了新篇章。在新的货币制度下，政策
制定者被授予了调控市场中货币供给量的权限，以期借此带
领经济彻底走出大萧条的阴霾。紧接着，3月12日，在罗斯福
就职首周的最后一天，他通过广播与美国民众进行了直接沟
通，而这也是日后一系列“炉边谈话”的开端。在谈话中，
罗斯福总统向民众阐释了他的货币政策。他说道：“在我们



对金融体系进行重新调整的过程中，有一个因素比通货、比
黄金更重要，这就是公众的信心。信心和勇气是帮助我们取
得成功的必备条件。”

和人民利益为代价。他们应当相信，美国政府会为了人民的
利益而合理地调控货币供给。

其实，早在1929年股市--之前，消费者就已开始收紧开支，
零售商为了刺激市场需求，不得不调低产品价格。然而适得
其反的是，更低的价格令潜在的买家寄望于价格的继续下跌，
进而选择推迟消费。持观望态度的人越来越多，消费疲软，
市场因之陷入混乱。

到了罗斯福总统就任的1933年，导致美国经济深陷泥潭的症
结已昭然若揭。问题不在于企业没有能力进行生产，而是价
格的问题导致市场丧失了活力。通货紧缩导致即便商家一再
调低商品价格，总需求仍不见起色。人们大多选择持币观望、
收紧支出。在当时，虽然工厂的工人仍可以生产出高质量的
商品、农田里的收成也甚是喜人，但是价格的持续下跌导致
生产企业和农户失去了开展生产的动机。即便忍饥挨饿，工
人和农民也不愿做这赔本的买卖。在经济疲软、内需不振的
形势下，罗斯福总统打算利用他的美元政策应对通货紧缩。
虽然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令民众预期价格将进一步下跌。但
是，如果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调整市场对于美元价值的预期，
那么这将为价格下跌踩下刹车，甚至扭转乾坤。这样一来，
价格上涨与美元贬值的预期，将令消费者和投资者愿意与他
们手中的钱告别。市场活力被唤醒，经济的引擎将被重新发
动。

事实上，在罗斯福上任首日，市场预期就已出现转变，价格
开始回升。罗斯福总统将他的政策目标清晰地传达给了美国
民众，并果断地贯彻起了各项工作方针。在其任职的里，货
币政策的主导权被牢牢地掌控在政府手中，而罗斯福对货币
政策的灵活运用也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历



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在罗斯福总统的第二届总统任期内
对其做了如下评价：“不论人们如何看待罗斯福总统在执政
期间的表现，其政策的一致性一直是为人称道的。这些政策
有一个明确的共同目标：首先需要提升国内物价水平，其次
才是稳定美元币值。罗斯福总统带领美国人民走出了金本位
的桎梏，这看似是一个时代的落幕，实则是一个崭新时代的
开篇。”

货币商人读书心得篇二

时下，媒体对银行家的报道不少、银行家写的专业文章也不
少，缺乏的是生动可读的中国银行家的传记、回忆录。张衢的
《货币商人》我认为是生动有趣，可读可品的。

本书一开始阐述了营业网点的作用。张衢先生认为，任何时
候都不能轻视营业网点的作用，物理网点是银行开辟市场的
重要抓手。传统银行想要开辟一个市场，必须在当地设立一
个营业机构，进而拓展客户群体。以批发市场为例，这里的
小微企业客户想要开立对公账户、贷款，直接想法是就近找
银行的网点办理业务。假设某银行在该批发市场没有营业机
构，想要获得这个客户是非常困难的。目前，科技发展日新
月异，移动互联网强势来袭，柜员、客户经理等角色都会发
生变化，但是物理网点的作用仍然是不可撼动的。我们要重
塑网点，使网点更加科技化、人性化，为客户带来更优质的
服务。

客户是银行经营的基础。本书对“客户”的阐述也很精彩。
银行发展客户，要做到数量和质量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
方面，要做大客户规模。客户规模是经营中的一项指标，具
有很重要的意义。张衢先生担任浙江省分行行长时，到市分
行某支行检查工作，发现该支行完成了某项指标任务，但是
客户数量较少，表明该支行是依靠几个大型客户完成的任务。
他对这种情况表示担忧，认为这个支行的经营过分依赖几个
大型客户，风险较大。于是，他向市分行提出建议，要针对



这个支行设立一个客户数量的指标;另一方面，要做优客户质
量。客户质量的重要标志就是客户使用银行的产品数，银行
拥有多条产品线，要结合客户需求，尽可能为客户多配置产
品。张衢到多个国家的银行进行考察学习，他赞赏富国银
行“交叉营销”的做法。富国银行服务着7000多万家庭客户，
占据全美家庭数的1/3。充分挖掘客户的潜在需求，客户使用
产品平均数为5.92个，最高地区达7.38个。银行开展交叉营
销，不仅能提高客户的忠诚度，增强客户黏性，还能实现客
户效益的最大化，达到差异化经营和控制成本的目的。

货币商人读书心得篇三

《货币商人》一书最大特点之一是摒弃了单纯的回忆录叙事
风格，选择基于从业经历而累积的深刻思考，从中提炼作为
一名银行从业者多年的实践经验，讲述合格银行人的必备思
想、眼界、技术等，反映作者在银行业不同发展时代浪潮中
内心深处的知识浪花，蕴含着银行经营的大道至理和上下求
索的人生正道。

关于经营，全书从管理人员、机构、资金、系统、产品、客
户、经营七个方面详细展开，辩证畅谈什么是银行人的为商
之道。比如，市场以资为本，经营以人为本；不能为图省事，
简单将上级考核指标照套下达使网点成了各专业的指标篓；
既讲关系营销“人际关系是一把钥匙”，也要“靠正道去做
最强、最优的银行”；和政府“近而不失经营原则，远而保
持紧密联系”。

该书的一大亮点是关于银行与行长的阐述。张衢先生历任市
分行行长、省分行行长和总行副行长领导岗位，对如何做好
一名行长这个课题是由发言权的。他认为行长与部门老总、
条线领导不同，他不能只在某一方面专，应是样样都懂，且
有大局观，德商为重、财商立本、智商是基、情商于情、技
商如器。分支行行长必须通业务、懂全局、善管理、会经营，
一专多能作为任职尽职的基本功，总揽全局才具有眼光和胸



怀。对外要能说清金融货币政策态势、监管及制度规定，对
内能说明经营管理及专业间关系，了解银行基本业务制度要
求，把得住风险的基本要领。

本书中充满着辩证法，银行经营中永远在平衡，没有简单的
答案。比如“过于考核人均、网均指标后，不少分行简单采
用撤并网点的做法―机构越少点均越高，杀鸡取卵，优化了
本机构指标，却导致客户流失、服务力下降。”又如管理水
平的两个标准：一是银行制度、流程的完善程度和执行力，
二是是否实行以人为本的管理方式，前者创造稳健与规范，
后者创造活力与动力。再如业务发展与管理强化对系统不断
地做加法，使之膨胀与复杂化；系统整合与技术升级对系统
不断地做减法，使之精简与集约化。

书中还分享了许多肺腑之言。例如“在中国，行长行为方式
最基本、最显著的特点是执行。以服从方式执行，用市场方
式应对。他们总会测算影响，仔细研究经营对策和方法，去
统一认识，在贯彻中达到认识的统一，拿出针对性措施。一
切向前面去寻找出路，没有路就走出路，提高适应性，提升
应变能力”、“假如一任行长只打算做一两年，就会更关注
短期效应，根本谈不上什么经营战略，至多是眼前的经营策
略”引人深思。

张衢先生从十几岁去到北大荒，开始知青生涯，后经历返乡、
考学，从信贷员到工行总行副行长，人生经历传奇，充满正
能量。他在书中提到，职场一生，贵在求索。凭心而论，为
学历读书并不难，只要死记硬背功夫到，考一门过一课总能
过关，是一个必然的被动灌输的流程。为工作而学真艰辛，
难在无止境、无边际，无时无刻的压力下，始终在自我总结，
试错求证与否定创新之中，是个自由的主动升华的过程。他
说，“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这是农耕时代最原始的生存
至理。工作总是在追逐目标与结果，而人重要的意义是参与
到伟大的过程之中。



回看张衢先生的来时路，满怀自信与情怀、爱岗敬业、心胸
坦荡、为人友善。古语有云，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作为银
行经营管理者的一员，我应该学习张先生积极向上的人生态
度，保持学习状态、提升管理能力、牢记服务实体经济的初
心，在深圳这片金融热土上做一名不忘初心的追梦人。

货币商人读书心得篇四

《货币商人》本书中充满着辩证法，银行经营中永远在平衡，
没有简单的答案。比如“过于考核人均、网均指标后，不少
分行简单采用撤并网点的做法—机构越少点均越高，杀鸡取
卵，优化了本机构指标，却导致客户流失、服务力下降。”
又如管理水平的两个标准：一是银行制度、流程的完善程度
和执行力，二是是否实行以人为本的管理方式，前者创造稳
健与规范，后者创造活力与动力。再如业务发展与管理强化
对系统不断地做加法，使之膨胀与复杂化;系统整合与技术升
级对系统不断地做减法，使之精简与集约化。

书中还分享了许多肺腑之言。例如“在中国，行长行为方式
最基本、最显著的特点是执行。以服从方式执行，用市场方
式应对。他们总会测算影响，仔细研究经营对策和方法，去
统一认识，在贯彻中达到认识的统一，拿出针对性措施。一
切向前面去寻找出路，没有路就走出路，提高适应性，提升
应变能力”、“假如一任行长只打算做一两年，就会更关注
短期效应，根本谈不上什么经营战略，至多是眼前的经营策
略”引人深思。

张衢先生从十几岁去到北大荒，开始知青生涯，后经历返乡、
考学，从信贷员到工行总行副行长，人生经历传奇，充满正
能量。他在书中提到，职场一生，贵在求索。凭心而论，为
学历读书并不难，只要死记硬背功夫到，考一门过一课总能
过关，是一个必然的被动灌输的流程。为工作而学真艰辛，
难在无止境、无边际，无时无刻的压力下，始终在自我总结，
试错求证与否定创新之中，是个自由的主动升华的过程。他



说，“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这是农耕时代最原始的生存
至理。工作总是在追逐目标与结果，而人重要的意义是参与
到伟大的过程之中。

回看张衢先生的来时路，满怀自信与情怀、爱岗敬业、心胸
坦荡、为人友善。古语有云，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作为银
行经营管理者的一员，我应该学习张先生积极向上的人生态
度，保持学习状态、提升管理能力、牢记服务实体经济的初
心，在深圳这片金融热土上做一名不忘初心的追梦人。

货币商人读书心得篇五

与一些专家认为中日钓鱼岛之争背后是货币战争阴谋不同，
世界各地的银行家们并没有这种想法，他们认为人民币内还
难以打破美元的优势地位，因此不会爆发货币战争。

在日前举行的全球银行金融电信组织sibos年会上，来自布朗
兄弟哈里曼银行（bbh）的全球货币战略领导人marcchandler
指出，虽然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在
日本位列全球第二的许多年间，日元作为外汇的储备率只
有5%左右，最高点也没有超过10%。

bbh成立于18，最早是为国际原材料贸易提供银行服务，其英
镑汇率在19世纪末被纽约证券交易所作为官方汇率。目
前，bbh主要从事全球托管、投资管理、公司财务、商业银行、
外汇及经纪业务，该行70%的托管资产是跨国资产。

“实际上，日本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在推动日元国际化，
但美元的优势并不容易打破。”日本银行亚洲货币合作中心
负责人atsushitakeuchi说。

但劳埃德银行集团批发银行和市场部首席经济学
家trevorwilliams认为，日元的根本问题在于日本不愿意它成



为通用货币。“日本零售业、农业等领域一直是比较保守的，
在促进直接投资方面有很多问题，而美国是比较自由的，是
允许资本自由流动的，这种状况造成资本无法流入日本。”

劳埃德银行是英国四大私营银行之一，于1765年建立，1889
年改为现名，控制的银行主要有伦敦蒙特利尔银行、劳埃德
欧洲银行、新西兰国民银行等。与石油、钢铁、飞机、航运
界关系密切，在国际上设有多家分支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