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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有哪些著名的金融泡沫事件

谢邀。

那就讲一个发生在1610年代发生在荷兰的【郁金香狂热】。由于当时郁金香稀有
美丽，引得植物爱好者疯狂追捧。就算较为便宜的品种，也要1000荷兰盾左右。（
当时一个工匠，年收入为250荷兰盾）。因为郁金香大热，吸引无数投机者哄抬物
价，倒卖郁金香。据记载，在【1636年，一棵价值三千荷兰盾的郁金香，可以交换
八只肥猪、四只肥公牛、两吨奶油、一千磅乳酪、一个银制杯子、一包衣服、一张
附有床垫的床外加一条船。】

这种疯狂也引得普通民众进入市场。他们购买较为低端的郁金香，然后企图倒卖给
其他买手。在这种情况下，便出现了郁金香的期货交易和全年交易。

后来因为郁金香价格太过昂贵，最初的买家也不愿意购买。到1637年2月初，由于
票据无法兑现（很多投机者既为期货买方又为卖方），郁金香的价格暴跌。只留下
许许多多破产者欲哭无泪。

老鼠仓是怎样操作的，对股市有什么危害历史上有这种事件吗

01

何为老鼠仓？

所谓老鼠仓，就是指某公募或其他大资金的控制者（注意，这里是控制者，并非所
有者），一般而言或是基金经理，或是操盘手，私自控制了一笔资金，先于其控制
的大资金，进行操作。简单而言，就是自己先拿一笔钱低价买入标的股，然后用自
己控制的大资金为自己抬轿子，待自己有利润时，再先卖掉，然后再控制大资金跑
路，通过这个时间差，来获得丰厚的利润。这笔自己的钱就是俗称的：老鼠仓。

02

老鼠仓的特点

由于大资金的买入股票的过程与普通个人投资者不同，需要一定的建仓、减仓时间
，由于资金规模较大，这个增减持的过程会造成股价的波动。而作为老鼠仓，其完
全了解大资金的动向，自然可以利用这种波动来获取收益。由于一般而言，这种操
作不会由基金经理本人完成，他可以将自己的操作策略告知部分利益相干的人员，
然后有不同的人统一操作获利。而这种行为一次两次也不会被认定为，老鼠仓或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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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交易。因此，其具备先天性的隐蔽性。

03

老鼠仓对股市的危害

一、这是一种犯罪，是属于内幕交易的一种。具体的犯罪名称为：利用未公开信息
交易罪。

二、它会扰乱股市正常的交易秩序，让大家对于消息内幕趋之若鹜，这样会将投资
变为投机，而且是毫无意义的投机；

三、它会造成公募和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一般大资金都是由国家队和券商组成，
但一般券商坐庄很少有赚钱的，原因就在于券商将股票拉升后，大量底部的老鼠仓
蜂拥而出，而主力不得不在高位按盘，最后结果自然是亏损咯。从这种情况而言，
老鼠仓就是一种盗窃，和贪污国有资产没有任何区别！

在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中，出现了哪些给世人深刻记忆的“经济大事件”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明得失。了解世界经济发展史中的“经济大事件”有利于
增加我们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认知，从更高的角度来看当今的世界经济发展。下面笔
者简述一下给世人深刻记忆的世界经济大事件。

古今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简称丝路，一般指陆上丝绸之路，广义上讲又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
丝绸之路。

陆上丝绸之路起源于西汉（前202年—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首都
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
通道。它的最初作用是运输中国古代出产的丝绸。是中国与中亚、中国与欧洲、中
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交通道路。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该路主要以
南海为中心，所以又称南海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
至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

2013年，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提出新丝
绸之路经济带。东边牵着亚太经济圈，西边系着发达的欧洲经济圈，被认为是“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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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

古今丝绸之路极大的促进了欧洲与亚洲的经济交流，是古今欧亚经济交流的大动脉
。

新航路开辟及两次工业革命

15世纪到17世纪，欧洲的船队出现在世界各处的海洋上，寻找着新的贸易路线和
贸易伙伴，以发展欧洲新生的资本主义。在这些远洋探索中，欧洲人发现了许多当
时在欧洲不为人知的国家与地区，比如美洲大陆。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东西方之
间的文化、贸易交流开始大量增加。

也满足了欧洲新兴资产阶级筹集商品经济快速发展所需的货币和资本的原始积累需
要。欧洲这个时期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其超过亚洲繁荣的基础。新航路的发现，对世
界各大洲在数百年后的发展也产生了久远的影响。

而两次工业革命则提高了生产效率，交通更加便捷，极大的促进了世界市场的最终
形成。

新航路的开辟，把人类世界基本联系在了一起，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初具雏形，而两
次工业革命又极大的加强了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
的意义！

世界经济大危机

1929—1933年间发生的世界经济大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波及范围最广、持
续时间最长、打击最为沉重的世界经济危机。

这次危机历时近五年，其间资本主义各国工业生产剧烈下降，各国企业大批破产，
失业人数激增，失业率高达30%以上。资本主义农业危机与工业危机相互交织激荡
，农副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跌，农业生产严重衰退。同时国际贸易严重萎缩，各国相
继发生了深刻的货币信用危机，货币纷纷贬值，相继废止了金本位制，资本主义国
际金融陷入混乱之中。由于商品严重滞销，市场问题变得异常尖锐，主要资本主义
国家争夺市场的斗争日益激烈。

1933年危机逐渐结束。此后，资本主义世界又出现了五年左右的持续萧条。这次
经济大危机还加速了法西斯主义在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发展，使这些国家走上了
对内强化军事统制、对外大肆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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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经济大危机是人类目前为止在经济领域经历过的最惨痛的一次危机。世界经济
发展倒退几十年，大量民众失业，人们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并导致了第二次世界
大战的爆发。

发生此次经济大危机的原因有很多，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
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根本原因，此外还有股票投机活动猖獗，掩盖了生产
和销售的矛盾、各国国内政策失误，即经济危机是自由放任政策的产物等等。

以史为鉴，为了避免未来再次出现此类大危机，我们应该从这次大危机中吸取经验
教训，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三大组织的建立

国际经济体系的三大支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及关贸总协定。二战后
这三大组织相继成立，对于稳定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秩序，世界经济从二战中恢复
过来，促进世界经济向制度化方向发展，世界自由贸易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
用。

世界贸易组织

前身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1947年10月30日在日内瓦签订，并于1948年1月1日
开始临时适用），是全球性的，也是联合国相关组织。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
组织成立，是当代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之一，拥有164个成员，成员贸易总额达
到全球的98%，有“经济联合国”之称。

作用巨大，为成员国发生贸易纠纷提供谈判，解决争端的场所、对发展中国家和最
不发达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和培训……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很大的推动助力，有利
于全球化的形成。

当然还有欧盟、亚太经合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等等区域性经济组织，这里就不一
一赘述了。

以上就是笔者所孰知的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大事件，个人所知，毕竟带有知识方面
狭窄性。若有漏掉的大事件，欢迎各位在下方留言补充。

美伊争端对世界股市会形成什么影响

美伊争端对世界股市短期的影响会非常明显，长期的话要看势态的发展和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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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伊争端对世界股市的最直接影响

中东这一块一直都是政治敏感区域，美伊这次的争端，从伊朗少将遇害，到伊朗进
行报复行动再到特朗普表态缓和局面，股市在这几天也是几经波折，而且起伏较大
。

首先，对战争的恐慌会导致市场的避险情绪升温，从而刺激黄金价格的上行，股市
中像A股市场黄金股大涨；

其次，中东这块最主要的就是石油资源了，两国争端也会影响到原油的出口，石油
类股票也随之大涨；第三，一旦大涨是需要大量的军火消耗的，对于美国本身，或
者像伊朗可能需要采购武器来说，对于军火商也是利好的；第四，在特朗普表态要
缓和美伊关系的时候，恐慌性暂时解除，市场对风险资产的追逐又回归常态。美伊
争端对股市的长期影响

股市的长期发展还是在于所在国经济的走势，如果美伊争端只是控制在目前这种小
范围内，对美股这样的是没什么大影响的，除非打到美国本土了，可能对中东地区
或欧洲股市的负面影响会更大一些。

相比而言，美国本身有自己的石油储备，还有美国喜欢搅事的目的，基本上不会发
生在本土，还能从中获利，而其他跟班的就不一定了，这次欧美股市来讲，当欧洲
还在跌的时候，美股是率先起来的。

暂时美伊这个争端，挑衅归挑衅，秀秀肌肉是正常的，但是从目前的发展来看，可
能不能如愿的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世界股市也该回归正轨，像A股，连续拉
两天，估计散户就忘了这事了。不过，作为投资者，时刻还是要保持对市场的敏锐
嗅觉，老特的推特还是很有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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