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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轮经济》

内容概要

不管是西方还是我国，对经济现象规律的分析及政策制定，大多依据长期建立的 西方传统经济学。传
统经济学理论对虚拟经济的认识不足，尤其经济发展到现代，西方传统经济学理论缺乏理论延续创新
，不再适合现代经济运行规律，因此很容易导致危机产生。而在危机产生的同时没有意识到理论的缺
陷，反而又运用传统经济学来分析解决，忽视了问题产生的根本。
现代经济体是由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两个经济体所构成，因此将其比喻为“双轮经济”。实体经济和
虚拟经济不仅各有运行规律，而且相互作用，就像两个轮子一起运转，共同支持经济的正常运行。
本书就是打破传统经济学观念，用前所未有的经济刨新理论——“双轮经济”理论来分析各种经济问
题，并指出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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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轮经济》

作者简介

蔡定创，江西新建人，创源经济研究院院长，中国货币理论创始人，创源智库发起人。原南京高级陆
军学校毕业，十七年军旅生涯后，转职海南省信息中心工作，期间先后担任IT行业、外汇投资公司总
经理。对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我国经济理论与实践、证券投资都有较深入的研究，关注我国
的经济改革与实践，是“草根网·草根智库”最受欢迎的作者之一。在《改革内参》、《南风窗》等
杂志和网络上发表过300多篇关于财经、改革、金融投资等方面的文章。
著有《货币迷局-当代信用货币论》、《印钱消费》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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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股市货币放大
第五章 “双轮经济”构架
1由新信用货币理论所引出的新概念
2虚拟经济运行的一般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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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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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本书开篇炮轰郎咸平，以颠覆西方经济学理论基础为前提，作者妄想得太严重，其实最想送给
作者的一句话是——股市是经济的情绪表，股市的信号本来比经济来得更快。还把股市作为经济的另
一个引擎就太玩笑了。如今英国脱欧根本原因是英国在欧盟的尴尬地位，德国依靠最精良制造业享受
剩余价值蛋糕，而希腊，西班牙等国没有比较优势选择了国债维持豪门门脸，最终信用到期成为欧盟
共同问题，英国不想背锅，也没有德国的产业优势，自己想独立，拥有铸币权。如果说世界经济真正
是双轮驱动，一个轮是剩余价值的分配，一个轮是政府货币发行的再分配。中国经济的货币发行走了
两条路，一条是被国企僵尸企业吸走，一条被扶贫的体制掳走。但是正如作家所说股市的放大作用，
其根源是有助于中产阶级扩充腰包，他们才是消费主力军。中国货币分配该如何向中产阶级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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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轮经济》

章节试读

1、《双轮经济》的笔记-第14页

        截至2012年，中国资本市场中的股票、基金等开户数合计达1.6亿户，考虑到深沪帐户有重复开户
，估算约有8000多万个家庭约3亿人口参与股市，可以说是整个中产阶级的主体都与股市有关........因此
，股市的涨跌会通过家庭购买力的增减、总共给与总需求的失衡、产能过剩与不足的传播渠道影响到
实体经济中的每一个劳动者的收入与福利，会影响到每一个企业主的投资效益与利润

2、《双轮经济》的笔记-第17页

        中小股民入市资金主要来源于社会一次分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中的资本与劳动的第
一次分配是天生的失衡的，此已经由马克思的《资本论》做过了全方位的论证。我国的一次分配，消
费货币在与投资货币的比率中本来就很低，资本在一次分配中投资货币的获得比例高，这在资本缺乏
的时期有快速积累资本的作用，但当我国基本完成工业化后，继续的这种分配模式（比率）就会很容
易在国民收入仍然很低的情况下就出现产能过剩，使得经济无法持续增长。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国民的收入本来就很低，老百姓投入股市的钱并不是多余的用不完的钱，而是想通过忍后消费而也
能获得财产性的收入。也就是说股民们本想通过忍后消费，通过股市创生价值，获得多一些的消费。
但进入股市后，股市跌跌不休，负财富效应情况下，价值不断地被湮灭，家庭资产反而不断地减少，
只有进一步降低消费。因此股市的下跌无疑会使原来本来己经在社会第一次分配中有的失衡更加严重
，两种失衡叠加，总消费进一步地减少，内需更加不足，生产的商品卖不出去，已有企业严重的产能
过剩就发生了。所以说，股市下跌会造成产能过剩就是这样来的。

但是，并不止是这些。这些年来造成股市下跌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股市发行“圈钱”，圈走中小股
民的钱用与批发亿万富翁，制造与加剧已经严重存在的两极分化。从2008年我国产能全面过剩以来，
股市通过发行融资2.7万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股市中的企业在产能已经严重过剩的情况下又追加投资
了2.7万亿元人民币。一方面股市本来通过下跌进而股民全面的亏损在宏观经济方面制造了消费需求的
更加不足，发生了相对的产能过剩，另一方面股市通过发行融资增加投资又在追加制造着绝对的产能
过剩。所以说，这些年来我国制造业危机，产能严重过剩，有出口减少的一面，但是这并不是主要的
原因，更主要的是由股市定位不当所造成的。

3、《双轮经济》的笔记-第22页

        在社会总供需基本平衡的情况下，股市发行融资会从两方面引起产能过剩危机：

一是由股市融资所形成的增量投资，会引起实体经济的产能绝对过剩。因为社会总供需处于基本平衡
状态下，依靠原有企业效益的提高就可以满足国民经济正常彼列的新增内需，并不需要i外延扩展投资
。如果外延不断的增加对制造业的投资，必然发生投资过剩。可以讲这种投资称为绝对过剩。

而是由于股市过量发行，引起股市内的投资资金不足和股市信心下降，从而引起股市中的股价下跌。
股价的下跌因为负财富效应又会引起社会有效需求的下降，社会产品产生相对过剩。当已生产的产品
卖不出去，库存积压时，企业效益大幅下降，上市公司业绩下降，上市公司 价值下降，反过来促使股
票进一步下跌，在“双轮经济”自激平衡规律作用下，形成恶性循环，产能过剩也不断加剧，甚至产
生危机。由于这是股价下跌所引起的有效消费需求不足，可称其为相对过剩。

因此说，在已经发生产能过剩的条件下，股市越是发行融资，必然有部分新增投资会加剧实体经济的
产能过剩，不仅会直接引起股票价格的下跌，而且也会因为产能过剩，常能泯灭引起上市公司企业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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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越来越低，股市的价值中枢随之下移，股市的总市值会因为股票的发行越多而越来越低，因为产能
过剩会产生产能泯灭，新增投资打水漂，并且形成恶性循环，直至崩溃。

Page 8



《双轮经济》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