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货币战争读后感大学生(优秀5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
感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
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货币战争读后感大学生篇一

春节期间拜读了《货币战争》，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越看
越恐怖，越看越担忧，越看越思路开阔，越看越觉得对机会
越有把握，越看越感到这方面的知识了解的太晚。

我明白了历次重要战争原来都是银行家发动的，对银行家而
言，战争是天大的喜讯。战争是政治斗争的延续，政治利益
冲突的背后是经济利益的较量，一切战争都是为了经济，一
切战争都敌不过货币战争，货币战争不需要抢炮就可以让一
个国家贫穷。金权可以取代王权，金权可以瓦解民权。拿破
轮说：“金钱没有祖国，金融家不知道何为爱国和高尚，他
们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利。”可银行家却是这样来培养人民的
爱国热情的：“只有在战争时期，或者在战争的威胁之下，
人民才最有可能服从政府而没有怨言。对敌人的仇恨何被征
服玉劫掠的恐惧，使人民更能够承受过重的税负和牺牲。”

我明白了货币发行权的重要，一个国家如果政府没有货币发
行权，那么人民的命运就掌握在了银行家的手里。“只要我
能控制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我不在乎谁制定法律。”银行
家的口气似乎在向全世界表明他们就是世界的主宰。他们可
以幕后操纵法律的制定，可以幕后操纵总统的选举，可以操
纵一切。美国前后有七位总统被行刺，分析说幕后操纵者也
是银行家。货币代表财富，财富越多代表实力越强，银行家



集中了财富，银行家财大气粗，因此在世界各地各领域都显
示出银行家的实力，通过实力银行家的财富又继续进一步得
到聚集。谁控制着货币的供应，谁就是所有工业和商业的绝
对主人。货币是人人都需要的商品，谁能够垄断货币的发行，
谁就拥有了无法限量的赚取超级利润的手段。

我明白了银行家剥夺人民财富的隐秘手段。先通过通货膨胀，
然后通过通货紧缩的手段，将人民的财富加以剥夺，人民还
不会感觉到自己的财富被抢。银行家先使劲发放信贷，把泡
沫吹起来，让人民拼命创造财富，然后突然猛踩信贷刹车，
使得大量企业和人民破产，经济繁荣和金融危机就是这样被
银行家精确制造的，在金融危机结束之前，银行家开始廉价
收购重要的优质资产，这样，银行家就可以控制一个国家的
交通、港口、矿产等重要经济部门，控制了一个国家的经济
命运。所以当你知道银行家在吹泡沫的时候，你就跟着泡沫
一起吹大你的财富，当你发现银行家在收购资产的时候，你
尽可以大胆的去收购便宜的资产。经济繁荣和经济衰退、通
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根源就是货币的供应。银行家要的就是
金融危机，而通货膨胀就是财富的绞肉机。超级通货膨胀从
来都是“超级财富收割机”，在货币剧烈贬值的过程中发生
大规模的财富转移。

货币战争读后感大学生篇二

开始想写这篇读后感的时候，其实我还没有通读宋鸿兵老师
的这本《货币战争》，同时读的时候也比较粗糙，如有差错
也处于正常的误差范围。

就前面几章而言影响中最深的词不是货币而是国际银行家，
用了许多阴谋论的语调，作为一名经济学专业的学生看起来
不是那么舒服甚至是入眼更不要去提相信他的话了。作者从
书的封面就开始极力描述一个极为细小的金融世界，在这个
世界里，世界上所发展的一切金融活动及现象都是几个国际
金融大鳄和集团所控制和形成的。比如说美联储的建立或者



说两次的世界战争。咋一看大家都会觉得很对，其实都被忽
悠了，他讲了半天其实就说明了经济学最基本的利益最大化
的理性人行为，有钱赚干嘛不干呢。所以根本谈不上什么相
互勾结和计划，只能说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有那么一群人分
别做了一件于他们自己有利的事，注意此处的“分别”二字
十分重要。那么为什么会被认为是勾结呢？答案很简单：因
为他们最后都走向成功了并被冠以了“国际银行家”这个集
体名词。有机会的话，我很想请宋老师解释一下，他笔下的
国际银行家的范围和理念到底是怎样的，这是一个有多大规
模的集体。我们要理解的是规模越大的集体，其相互勾结联
合的交易成本即机会成本就越大，这一点在科技如此发达的
今天也是如此，更何况是在18、19乃至20世纪。当然我并没
有反驳小规模的勾结以及金融寡头乃至托拉斯的金融市场行
为。其实，我的观点很简单，国际银行家的所谓的串通勾结
是不存在也是不可能的，只能说是其各自作出了利于自己生
存的最优决策。他们在引导市场的发展并从中获取巨大的利
润。

还有一点是关于金融危机的解读，大家都要明白的是一点，
经济周期是始终存在的，没有一个经济体可以持续健康的成
长。在金融危机时，银行们可以用极低的价格收购各类资产，
被誉为“剪羊毛”。也许你会觉得是贪婪的金融家们的过错，
而在我看来其实是普通民众缺乏自我的产权意识。在未来的
世界中，金融文盲的失败率会不断的提高，基本的经济、金
融知识以及基本的股票、债券、基金交易将被越来越多的人
所熟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这个世界早已演变成一个
拥有金融知识的人开始掠夺缺乏金融知识的人的财富的社会
了。面对金融危机，我们要学会的先是自保然后是战胜。这
就像是一个新型的博傻游戏，谁更“笨”就注定会挨打。同
时，每一次的金融危机都像是一次知识的更新换代，我们需
要用更多的金融知识来武装自己的大脑。打个比方就是从电
视里看多了各种骗人的方法，以后自己遇到了就会多长个心
眼。



而且书中许多的论调都是摘录和改编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
每章末页的注释处看出。我是这样认为的，每个人都有自己
不同的想法和观念，特别是就简单的经济理念而言，越是简
单的概念，争议就越大，随便举个例子问：什么是货币？就
一定会有无数的解释。把无数的`别人的观点和言论和起来形
成自己一个体系，怕是会有偏颇之处吧。

好了，写到这里好像有点嗦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会按照
《货币战争一》的章节来接着分析这本书和其中的一些经济
学常识及金融史。

货币战争读后感大学生篇三

最近拜读了宋鸿兵先生编著《货币战争》。这本书像一本小
说一样，从现代银行的诞生开始讲起，从十九世纪欧洲银行
家一步步发展壮大到操控政治、经济的走向，为自身利益服
务的故事。用一种全新的视觉，不一样的思路来看待我们的
历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金融货币知识，但我认为本
书最大的意义在于其对中国经济的警示。

回头看看中国，从本世纪开始上世纪90年代那种稳步发展的
局面似乎已经不再，人民币不断升值，股市暴涨，商品价格
持续上涨，尤其房地产价格突飞猛进，日本当年的股市神话
已在中国上演，房地产狂热正在中国重现，人民币正迅速滑
向债务货币的深渊……这一切犹如日本经济的翻版，按照书
中所说也许这就是美国为抑制中国经济发展所设下的“局”，
是帝国主义忘我之心不死，和平演变的又一手段。

著名的货币专家弗兰兹・皮克以往说过：“货币的命运最终
也将成为国家的命运”世界货币的命运，最终也决定这世界
的命运。国际银行家们正是经过制定长远的规划，企图从根
本上摧毁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系，来建立贴合他们利益的全球
战略经济制度。他们将美国的次贷危机“发展壮大”为全球
经济危机，对全球经济产生巨大影响，连刚刚走向开放之中



国的银行都卷入其中深受其害。中国全面开放金融领域后，
必然会有很多的外资银行的进入，书中指出：中国多数人对
于外资银行的进入，还停留于与内资银行争夺储蓄的大饼，
而真正的危险却是来自于经过信用卡、房地产贷款、企业流
动资金贷款，以及银行票据、金融衍生物产品等金融工具，
间接或直接介入中国的货币发行领域，经过储备金制度推进
国家、企业和个人债务的货币化进程。

货币是整个经济领域最基本、最核心的度量衡，货币发行权
就等于真正的统治权，倘若中国的货币发行领域被国际银行
家介入控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幸运的是，书中揭示了
国际银行家的主要战略目的和进攻方向，也为制定出行之有
效的应对策略指明了方向。

中国绝不会坐以待毙。6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联合下
发了《关于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
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境外地域扩至所有国家，这就为中国
货币成为世界储备货币走出了关键的一步。只要中国的货币
成为世界储备货币，中国在国际市场中，就掌握了金融的制
空权，掌握了产品的定价权，拥有了经济发展战略的主动权。
然而中国货币要成为世界储备货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并且
也不会一帆风顺。书中也为国人供给了方法，经过很多增加
中国的黄金储备和白银储备，大幅度提高中国官方和民间的
黄金白银储备，大力发展世界领先技术与科学创新，徐图缓
进。

当中国成为一个崛起的世界强国，拥有坚实的领先科技与强
大军事基石，建立起具备普世公信力的货币体系和金融系统
时，中国就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立于不败之地，在变幻莫测
的国际风云中威信不移。

货币战争读后感大学生篇四

《货币战争》中讲到的经济学原理很简单，但是在我本科学



习经济金融的过程中，从未深入分析这些道理，就是这么一
些简单的、在逻辑上看上去自洽和完美的原理，其诞生竟是
如此历尽坎坷、暗藏玄机。就拿现代商业银行体系中的货币
创造机制(部分准备金制度)来说，根据西方经济学的经典理
论，这是现代货币发行制度的基础和根本，是人类在经济活
动过程中不断发展形成的优美体系，货币发行机构发行的基
础货币通过商业银行体系的反复存贷，放大并满足了这个社
会经济活动的所有货币需求，也给经济活动主体带来了相当
大的便利，货币的过剩和不足都能通过机制自动调节。

但是，《货币战争》一针见血的指出，正是这样的机制，为
今后泛滥的通货膨胀埋下了祸根，也使得商业银行体系成为
不劳而获的社会寄生虫，不断地蚕食人民的财富。私人拥有
的商业银行“空手套白狼”，通过不断贷出创造出来的新钱，
获得高额的利息收入。而一旦商业银行不注意控制风险，准
备金率过低，新钱投放增量过大，就极有可能产生恶劣的通
货膨胀，更为重要的是，银行体系发生的风险和损失将直接
转嫁给人民，特别是底层人民，由于没有任何避险工具，他
们辛辛苦苦攒下的积蓄将瞬间大幅缩水，成为最终的买单者。
《货币战争》更明确地指出，这种现象的发生并非是当初机
制设计的疏忽，而是银行家们有意的设计，为的就是通过掌
控货币数量进而获得瓜分财富的手段，书中做了一个形象贴
切的比喻：剪羊毛。

牧羊人在羊群生长过程中对羊精心呵护，为的就是在收获的
季节剪下更多的羊毛，银行家们也一样，平时为经济活动的
健康快速运行提供便利稳定的货币环境，一旦到时机成熟，
货币也就成了剪刀，银行家借机推高资产价格，形成经济泡
沫，然后在泡沫破灭过程中洗劫社会财富。《货币战争》还
指出，商业银行家并不满足其在货币体系中扮演的角色：货
币流通中介，因为仅仅存贷利差并不能满足他们的胃口，货
币游戏里的利润要向源头要，所以银行家们希望能够把持各
国的货币发行权，这样就能以购买国债的方式向政府放贷，
所获利润极高，特别是在战争时期，政府不得不向银行大举



借钱以保证战争的持续，“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政府把
人民今后的税收作为抵押向银行借款，而高额的借款利息并
非是能够在短期内结清的，剩下的只有无休止的向人民征税
和向银行家们继续借款、并廉价地出售国有资产，国际银行
家们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在战争期间和其后的时间内大发
横财，并将触角拓展到实业领域，从控制货币体系发展到控
制整个国家经济体系。

货币战争读后感大学生篇五

该书立足于自英格兰银行成立以来3间的西方近代史与金融发
展史，通过揭示大量不为人知的真相，再现了国际金融集团
及其代言人在世界金融史上翻云覆雨的过程，通过分析统治
世界的精英俱乐部如何通过煽动政治事件、诱发经济危机，
控制世界财富的流向与分配，旨在告诫逐步开放的中国金融
市场警惕潜在的金融打击，为迎接一场“不流血”的战争做
好准备。

这本书颠覆了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让我知道了这个世界不
为人知的一面。以前的我，认为银行家是正当的商家，他们
把人们存进银行的货币，通过放贷，来获取其中的利益差，
可谁也没有想到，银行家才是真正的阴谋家，他们通过一系
列决策的制定，来控制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甚至这个国家
人民的命运。近几年来，中国国内房价不断攀升，政府虽然
出台了相关政策来抑制房价的攀升，但是作用不大，房价依
然以迅雷不及掩耳增长。

于此同时，我们也在向通货膨胀不断前进。是什么主导了这
个过程呢？在《货币战争》书的附录中，宋鸿宾给我们解读
了这一原因。那就是人民币的超量发行。那为什么人民币又
会超量发行呢？那就是人们把未来的钱用在当下，把自己未
来甚至的钱拿来买房子，银行家为了眼前的既得利益，不断
以个人购房的名义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钞票转到了地产商、
政府以及一些房东的手里，而这些既得利益者为了明天更高



的回报，又把这些钞票抛向社会。

一时的繁荣导致了国内的人民币数量猛增，表面上看起来人
民手中的货币增加了，我们富裕了，实际上我们更加贫穷了，
我们手中的货币贬值了。看看我们周围的物质的世界就知道
了，原来的肉或者蔬菜需要一元钱就可以买到，而现在需要5
元钱才能买到，这就是通货膨胀了。抑制通货膨胀，需要政
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面我将从人民的角度来谈解决的措
施。

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们需要重新认识的货币，建立正
确的金钱观。人不应该成为金钱的奴隶，而应该是金钱的主
人，人不能只为了金钱活着，金钱只能是生活中的支付手段。

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在构建和谐社会，在和谐社会中，人们
应该是互相帮助的，而不是重利轻义的，应该是友爱和平的，
而不是互相算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