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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现代经济学喜欢增发货币来解决问题呢？经济学家马寅初曾经讲过这样一个
故事，有个赶考的书生到旅店投宿，拿出十两银子挑了该旅店标价十两银子的最好
房间，店主立刻用它到隔壁的米店付了欠单。米店老板转身去转身去屠夫处，还了
肉钱，屠夫马上去付清了饲料商的饲料款，饲料商赶紧到旅店还了房钱，就这样，
10银子又到了店主手里，这个时候书生下来说房间不合适，要回银子就走了。
 你看店主一分钱没赚，但大家却把债务都还清了，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道理呢？说
明了经济不是钱，而是钱的流动，在现代经济中，谁承担了书生这样的向市场注入
流动性的角色呢？银行。银行把钱借给旅店老板，转一圈后，旅店老板再把钱还给
银行，市场上的钱既没有变多，也没有通货膨胀，但债务实实在在的被解决了。

但是我想说，理论上可行的事，放到现实中却完全变了个样子，因为钱没有给到旅
店老板，从银行的视角看，旅店老板欠债太多，实在信不过。所以更愿意把钱给地
主，地主有了土地，而土地呢又是银行最喜欢的资产，地主拿到钱就去炒房，房价
越来越贵，书生为了买房就只剩一两银子的差旅预算了，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钱
的确超发了很多，但只在银行和地主间流动，更严峻的是，书生的钱也被地主与银
行这个系统给吸走了，也就没有钱流入旅店，米饭，肉铺，旅店等等等等的这套循
环。

这就是解释了为什么M2数字庞大，但市场依然缺钱，因为只有流动起来的钱对经
济才有帮助，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没有把钱给到应该给的人，所以有些西方国家
绕过银行系统直接全民发钱。反而是有用的，不会有什么都发钱，等于没有发钱的
效果，因为中下阶层所产生的资金流动大部分都发生在消费领域，当然发消费券也
有用，数量发的够多就行，问题是当财政也没钱的时候，就只能给给口惠了，不是
鼓励第三经济就是号召后备箱经济效果嘛可想而知，大家不去消费并不是因为缺乏
消费场景，而是缺钱，缺信心，再不然把房价压下去也行，让书生腾出预算，去住
店，买米，买肉等等等等等。

但房价压不下去，也不敢压，多少人就等着这个开饭呢，所以内循环转不动，转不
动，衰退就会遏制不住的深化蔓延，最终酿成危机，现在经济因为有债务周期的存
在，所以经济危机大多表现为债务集中违约，冲击信用系统的金融危机。但是债务
周期被发明之前，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是生产过剩，马克思把经济危机总结为绝对
过剩与相对匮乏同时发生，什么叫做绝对过剩呢？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比如牛奶
只能倒掉，数以千万级的大学毕业生只能躺平，摆烂都是绝对的过剩。

那么什么叫做相对匮乏呢？富人有充沛的购买力，然而需求已经被过量满足，穷人
有大量的需求。但是缺乏购买力，这里呢我，我用一个高度简化的例子来说明这个
问题。假设酒厂生产了100瓶酒，每瓶酒的售价为100，酒厂的营业额是1万，资本
家向工人支付工资2500，像生产原材料农民支付采购成本2500，剩下利润5000，
工人加农民的消费能力是5000，所以啊能够消费50瓶酒，厂长有5000的消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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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度量有限，只能喝掉十瓶酒，也就是说一共只能消费60瓶酒，那么就有40瓶
卖不出去，卖不出去就要减少投资，裁员，减产这一系列，简而言之呢就是富人有
更多的收入，但需求已经被过量满足，打工人呢有消费的愿望，但收入太少，消费
能力不足，而现实中的绝大部分普通人的消费需求根本无法满足，只能压抑需求，
也就是说我们所看到的消费降级现象其实是生产过剩的镜象，其本质是经济危机。
 现在假设另一种情况，如果工人的工资是4500，农民的工资也是4500，资本利润
是1000，这样工人农民加一起消费90瓶酒，资本家仍然消费食品就发现没有，这
样一来就没有生产过剩了，打工人的消费需求也能更多的被满足，45+45+10大于
25+25+10说明什么呢？说明共同富裕带动的消费大于先富带动后富带动的消费，
上述逻辑在现实中是真实存在的，在疫情期间，很多人都说钱难赚，预期悲观，但
富人的消费其实并没有受到影响，价格昂贵的爱马仕自行车分分钟售罄。

世界前三的咨询公司贝恩发布了一份2021年度奢侈品市场报告，这里面指出受疫情
影响，全球奢侈品的销售额都出现了疲软，然而发展中国家奢侈品市场却逆势上扬
，2021年亚洲个人奢侈品市场规模较2019年实现翻番，并有望在2025年成为全球
最大的奢侈品市场，但现实就是富人无论怎么奢侈都撑不起经济，最终还要看数量
庞大的中下阶层，再想象一种极端情况，假设一个地区除了首富，其他全是穷人，
首富身价千亿，而穷人收入的70%都要用来还债，请问此种情景下，如果你是首富
，你会如何行动？你会投资建商场吗？你会升级产业链吗？去生产更高级的东西吗
？你不会。因为你已经看到了市场的购买力，穷人不可能买得起你的东西，你只会
通过债务持续的控制他们，使其永不停歇的生产那些他们自己都消费不了的东西，
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然后你会把资金投向海外，投到那些有消费潜力的地方
。

以上，结合债务周期和生产过剩这两个底层逻辑来看，消费降级所反映的经济结构
问题，其实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债务流向了多数人，财富流向了少数人。这样的
结构一旦进入下行周期，就会形成一个消极逻辑，不摧毁这个结构就不可能拔的出
来了，那么什么叫做消极逻辑呢？这里我说一个复杂点的例子，比如穷人为什么难
以走出贫困，哈佛大学行为经济学教授塞德希尔和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阿尔德
在著作《稀缺》中是这么讲的，穷人没钱，如果今天不工作，很可能没饭吃，如果
这个月没有活干下个月的孩子交学费就交不上了，所以穷人的生活一直处于紧迫当
中，就会产生一种叫做管窥效应的短视现象，让他们的视野变窄，从而忽视那些可
能把他们从平行中拯救出来的事儿，这个消极螺旋就是贫穷紧迫感，忽视可以变富
的事儿，穷人没钱，所以每花一分钱都要斤斤计较，这就造成了他们的心智负担。

省钱心态会消耗人的注意力，导致心灵被琐碎的事物占据，使得穷人缺乏余钱，进
而产生管效应，无法进行远期规划，也就是说穷人缺的不光是钱，更缺空闲和心智
带宽，那么贫穷体现出来的一种消极循环就是，稀缺，没有资源，想长远的事儿，
更稀缺。贫穷的本质就是消极循环的陷阱，物质匮乏诱惑多，及时享乐，物质更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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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如果不能打破这些消极螺旋，穷人就会一直穷下去，就像一个死亡漩涡，越挣
扎越深陷越深陷越痛苦，如果想找到打破这个螺旋的方法，你必须要跳出这个螺旋
，从更高的维度俯瞰整个系统，而不是盯着某一个环节去处理，那样只会之知右处
，始终困在螺旋当中。

比如，我们通常以为穷就是缺钱，所以很多扶贫项目是直接给钱，但钱花完了又穷
回去了，只有跳出贫穷等于缺钱这个认知，看到整个的消极螺旋，穷人不光缺钱，
更缺从容应对生活的心智带宽以及妥善的长远规划，也就是说社会保障，基础教育
，公费医疗，就业机会才是真正可以使穷人拓宽的举措，有了对消极螺旋的认知就
能看到消费降级所反映的问题，往前推是债务危机和贫富分化，往后推是预期悲观
和缺乏信心，他们并不是一个个相互独立的问题而是，互成因果，互相强化的关系
，所以结论是什么呢？

结论就是，只有改善债务流向多数人，财富流向了少数人的经济结构，才能使消费
热起来。否则他都会继续凉下去，他大概率会继续凉下去，所以，我们要为寒气的
到来做好充分的准备，首先我们要认识到，当经济周期运行到消极螺旋状态时，人
们的心态会发生巨大变化。很多过去我们习以为常的消费套路都会遭到反噬，其次
是，这些变化也会催生出新的消费业态，我们的经营策略，营销策略都需要迎合这
些变化而做出改变，我们一样一样聊，在经济周期向上时，债务扩张使得消费和收
入同时上涨，人们感受到的是是挣钱很容易，上行的通胀也在稀释债务，于是呢人
们对未来充满了良好预期值，觉得收入会一直涨，房价也会一直涨，货币会越来越
贬值，债务也会越来越稀释，便会更加大胆的借债消费，配合着债务扩张。

资本主义发明了消费主义，他不光借债给你，让你有钱花，还洗你的脑，让你无脑
消费，心理学里面常说的延迟满足社会主义敢提吗？他不敢，他就要你即时满足，
比如我们这代人都见过一个中国老太太和美国老太太在天堂相遇的故事，中国老太
太说，终于攒够买房的钱，可我就死了，美国老太太说，终于在死前还完房贷，这
个故事告诉你，早买，早享受，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但道理照进了现实就变了个样子，因为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但负债的额度是有限的
，卖房子的告诉你早买早享受，卖汽车的也告诉你，咱买早享受，卖手机的，依然
跟你说咱买早享受等等等等，他们不会关心你是否已经早买早享受了多少遍，他们
只宣传早买早享受，而你呢新上市的手机6000块，你捏着手里的1000本来只能含
恨离去，但是他告诉你，你可以分期，一个月只要600，算到一天20，一小时连一
块都不到，再分下去和白送还有什么分别，想在这儿，你立刻就有颅内高潮了，哪
还有理智去识别还债的真相，现在社会越来越便捷的在线支付，人脸支付都是这个
逻辑，图的就是就是让你动动手指就把钱花了，而不是要过脑子，

然而到了还债周期，不动脑都不行了，债务压迫的痛苦足以使一个消费亢奋的人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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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下来，你曾经以为会不断上涨的收入，现在发现是朝不保夕的，你曾经以为买房
就是搭便车，是坐享货币红利，现在发现他除了债务陷阱，你看着自己买来的一堆
可有口味的东西和收到的一条条催眠式的还款提醒陷入了深思，当初要是没买那些
那就好了，拥有了那些商品，我就更高逼格了吗？为什么亢奋消费时人们所追求的
价值，常在商品之外，喝奶茶是为了赶潮流，看风景是为了打卡等等等等。这些问
题一旦开始想你就很难回头了，随之而来的就是极简主义，低配生活，省钱主义等
暴打消费主义的理念在年轻人群体中肆意传播，当一个两个没钱花，他会讲省钱主
义吗？他不会，他只会对贫穷感到抱歉，当一群人没钱花，那这群人就会进化出一
套完整的意识形态，把不花钱少花钱合理化，慢慢的，人们便会消解消费行为所构
建的意义，从消费亢奋走向消费冷淡，这样的趋势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原有消费场景
的倾覆。那些市场亢奋时的风口大部分都会变成潮流退却后的泡沫，网红经济也好
，盲盒消费也罢，都会归于沉寂，没入互联网的记忆中，从做生意的角度讲，我们
要顺应这个趋势，减少对非刚需性商品和服务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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