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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商品的生产和供应成本费用流转过程得知市场经济就
是商品过剩经济

1.1商品生产供应过程中本身购买力形成和转移
1.1.1商品生产供应费用成为政府税收、家庭收入和其它企

业收入
在商品生产和供应的过程中，需要生产者先支付各种各样的

费用，比如人员费用，原材料费用，运输费用，仓储费用，以及各
种税收和政府性收费。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是产生和转移购买力
的过程，因为这些费用实际上又立即变成了其他人、企业和政府的
同样数额的的收入。实际上，几乎每一种人工制造性的商品都是类
似的这个流程，企业需要支付各种费用，并很快就成为了其他企
业、家庭和政府的收入。其产生的收入也是有相应的企业或者家庭
等去支付费用。在这个过程中，也产生了购买力的转移。

1.1.2商品生产供应过程费用形成及转化为其它企业、政府
和家庭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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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费用还包括各种政府税费。
所有这些费用分析：各种租金、各种原材料、各种人工费用、

其它费用。这些费用又同时转移为各个企业、政府和家庭的收入
来源：

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过剩根源、种类及其消

化途径暨虚拟财政设立和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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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市场经济机制存在着重大缺陷：通过增加内需来发展经济。但是基础货币的发行还存在着以债务方式发行导致债务

积累问题。央行改为把增发的基础货币直接拨付给政府，由政府用于投资，这些投资将很快使得各个经济实体自有资金增加，基

本解决金融危机根源，并可以由此提高整个国家的投资回报率，并吸引更多的外汇来发展我国的经济，经济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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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收入为 I ，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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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费用等于总收入：是相等的关系。

å å= IC

åå å å å++= UGFC

一部分进入了企业，一部分进入政府。因此，我们发现，在
一个完全封闭的市场环境中，总的利润是零，或者盈亏相等。

商品1的标识价格之和= 商品1 平均费用之和+ 利润之和。

即 ：å å å+= prCp

1.2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商品过剩
1.2.1关于相对过剩的产生及消化方式
商品生产供应过程中各个不同的财政群用于支出的部分图示
在上面的关系图中，在一个封闭的国家或者经济体里面，我

们不仅可以看到商品本身的费用不能被完全消化，而且还有利润
部分更没有被购买。

1.3在商品生产过程中的收入没有被及时支出购买商品导致
相对过剩及其消化利用方法

1.3.1相对过剩的资金来源
①收入暂时没有支出。家庭群和企业群以及各级政府往往持

有部分收入资金作为备用或者暂时还没有存入银行，或者刚刚从
银行取出。这些资金没有及时用于购买商品。②商业银行备用金
及保险金中没有用部分。商业银行需要留下一部分备用金，甚至
还有一部分没有被贷出。另外商业银行有一部分资金被用于保
险，也导致资金被暂时占用。③央行法定准备金。按照央行的规
定把资金存入央行作为存款准备金。例如在过去的数年内，中国
的央行存款准备金曾经高达21%，现在也超过10%。

以上这些资金对应着在商品生产供应过程中的商品剩余，因
为是购买力没有完全被释放出来，而成为了暂时商品的过剩，
称为相对过剩或者暂时过剩。

1.3.2相对过剩的消化吸收
①央行释放部分过去的存款准备金来弥补由此导致的暂时过

剩或者相对过剩；②银行及时把资金借贷给借贷者并由他们及时
支出；③适度扩大政府的财政赤字把银行和企业及家庭中的资金
及时用于购买商品。

1.4商品普遍定价高于其生产供应费用导致商品绝对过剩及
其部分消化

1.4.1商品形成过程中的总的购买力等于费用小于商品总价值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者一般要求的商品的价格高

商品的生产供应费用流转及其对对应的过剩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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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其生产的费用，而费用总和等于为社会贡献的购买力总和，
这导致商品价格形成的总商品的总价值大于商品的总的购买力

（等于生产费用），这将导致其中的超过部分价值商品是没有对应
的购买力的，因此这部分商品是难以在一个封闭的国家消化的。

1.4.2绝对过剩的解决方法
①出口顺差可以解决一部分，这在过去英国、美国、日

本和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就是如此。②外来投资解决一部
分。这也在美国、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都是如此。

1.4.3出口顺差和外来投资只是一个阶段的方法难以长期持续
出口顺差往往导致逆差国家的抵制，难以长期持续；依赖

外来投资也具有不确定性。

商品生产供应过程中各个不同的财政群用于支出的部分加上外来投资和

出口顺差图示

1.4.4资金外流导致绝对过剩加剧
在资金总的外流的情况下，商品绝对过剩就更加严重了：企

业平均不仅仅是没有利润，甚至还是总的出现负利润，将导致部
分行业亏损甚至许多行业亏损。

1.5企业缺乏总的利润来源
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中，商品的利润部分实际上是没有来源

的。如果有部分企业有利润，也来自于政府的赤字或者其它企业
的赤字或者亏损，或者家庭的亏损或者赤字。

2  一个国家或者经济体内部商品的扩大总体购买力途径和
方法

2.1本国的银行系统量化宽松
由于大量的出口顺差和外来投资，中国央行在采取外汇强

制结汇政策的时候，通过发行空白人民币购买了大量的美元并
用于储备和对外投资以及对美国国债市场的债券持有。在这个
过程中，央行发行了大量的空白货币，这也形成了本国的主要

基础货币发行，这也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发展的金融动力。
2.2外来的投资
2.2.1外来的直接投资
这些资金的流入，带动了投资的进一步发展。政府和企业

以及家庭群的收入大幅度提高以后，也带动了政府和企业以及
家庭的投资和消费。

2.2.2外来的间接投资
外来的间接投资包括进入股市的投资，还有来料加工。

（1 ）来料加工费用
因为来料加工，不仅支付了加工费，还在建设新的加工厂

的时候支付了包括建设费用在内的费用，而这些费用，很快就
成为了国内的收入，包括家庭的收入，政府的收入，相关企
业的收入等。这些费用，多数是通过资金的形式进入国内，成
为国家的外汇收入来源了。

（2 ）股市的投资
外资进入股市，使得企业得以更好融资，由此间接进入实体

经济。
1.对外的工程承包和劳务收入 。中国有许多的企业在国

外承包工程，也有一些人从事劳务输出，这些在海外的收入被汇
回到国内，也增加了国内的外汇收入。

2.对外投资的收入。一些国家对外投资，其中的一部分会回
流到投资国，这些资金流回就是对外投资的收入。我国的对外投
资也有资金回流的情况。

3.海外的汇款。这些汇款包括了多种情况，例如对国内某些
商品的采购、对家人和亲友的资金汇款、以及个人捐助等。

4.海外的资金援助或者是救助。有一些来自海外的援助，其
中的资金援助就成为了国家的外来收入。

5.其它。还有其他类型的资金互动。
2.3贸易顺差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就开始通过来料加工等方法吸引外

资，特别是通过各种超国民待遇吸引了大量的外资进入中国。
2.4我国准虚拟财政的成功应用产生了我国的第一笔大量资

金基础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资金，就是中国农村开始联产承包责任

制以后，各种农产品的产量大幅度提高，在这个时候，国家
通过发行空白基础货币，对农民的农产品进行大量的收购。农
民获得了资金后较大幅度提高了对于工业产品的购买能力；工
业企业扩大产能，增加了收入，城市居民的收入也大幅度提
高。这是我国央行在政府的领导下对于国家经济发展贡献最
大、也最成功的一次准虚拟财政措施。

3  商品的购买力不足导致的经济现象
3.1产能过剩
3.1.1由于市场购买力不足导致产能过剩
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总的购买力低于商品标识的总的价值总

量，甚至还有资金外流导致的购买力丢失，导致生产出来的商品
难以被完全销售，导致了表面的产能过剩。这种过剩，一部分是
因为对于商品生产利润的追求导致的绝对过剩，需要出口顺差和
外来投资解决，还可以通过内部的量化宽松解决一部分。另外一
部分是相对过剩，来自于人民家庭、企业和银行系统的对于购买
力的存储和资金的沉淀，其中包括了央行的存款准备金、银行的
备用金的一部分、银行保险的一部分，没有借贷出去的资。

3.1.2我国还远没有实现真正富足情况下的过剩
表面的产能过剩，实际上是传统的金融体系和财政体系不

完善和不发达的根本原因导致的。过度的去产能，导致社会生
产能力的下降，也必将导致央行库房里面对应的部分货币逐渐
成为真正的空白货币，因为其对应着的商品供应能力已经被部
分消除，或者以后再快速发行出去也会导致通货膨胀甚至是严
重的通货膨胀；还导致因为外汇流失导致的人民币自动减少导
致的产能过剩后的去产能导致的产能实际损失，而这些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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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的。
3.2破产增多
在购买力严重不足的时期，特别是央行应对不力的时期，

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期间，破产企业严重增加，这个对于整
个社会是不利的。这种不利不仅仅体现在失业增加，也体现在
生产能力的破坏，还导致更多的社会问题。

3.3债务过多
由于购买力不足，也导致了大量的企业、家庭和个人以及

政府债务过度，例如有些人成为了卡奴，有些企业资不抵债，
有些国家例如美国政府债务高企，我国的部分地方政府也是债
务偏高。

3.4金融系统不稳定
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以债务发行货币导致的债务逐步积

累。在整个机制循环中，政府不得不为了维持和发展经济而扩
大债务；人民为了提高自己的生活和享乐水平而借债度日，提
前使用自己的未来资金，而一旦这种未来资金难以得到，就会
导致其家庭资金难以为继，产生家庭破产危机。

4  解决商品经济中的绝对过剩的方法及其预期效果
4.1解决方法
虚拟财政：就是把央行根据整个国家的实际经济发展需要

而需要扩大发行的货币总量，不再按照过去债务发行的模式发
行，而是直接拨款给政府，用于基础设施和支持实体经济发
展，例如入股企业或者投资于企业。

4.2预期效果
在目前我国总体产能过剩的情况下，采取虚拟财政是扩大

我国政府财政实力并且总体上扩大整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的最有效
方法。从基本的预期来看，应该有以下效果：

1.大幅度降低政府债务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通过虚拟财
政方法，可以逐步减少政府积累的财政赤字，并逐步改善政府
的收入状况。这样就可以扩大政府的财政收入，减少赤字，并
逐渐实现财政盈余。

2.大幅度减少产能过剩。通过虚拟财政方法，可以大幅度
减少产能过剩问题，大幅度扩大商品的市场潜力。更多的企业
会发现，自己的商品销路更好了。是真正实现扩大中国内需发
展实体经济的一个必由之路。

3.快速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特别是商品产能。可以通过
虚拟财政，快速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特别是商品的产能可以
得到快速提升，不再受阻于西方国家金融的外部压力。

4 .大幅度改善企业的外部环境，保证多数企业是盈利的
（当然也应该适度限制垄断企业得到的暴利）。虚拟财政通过

政府的投资，很快转化为企业和家庭的自有资金，并扩大了政府
的财政收入来源。由于企业和家庭的自由资金增加，更多的消费
会到来，企业的商品销路会得到快速提高。

5.避免金融危机。虚拟财政可以基本上解决多数金融问题，
特别是金融危机问题。因为适度的虚拟财政，可以补充更多的企
业和家庭的自有资金，减少过度的债务积累，有利于银行业的稳
定发展。由于企业和家庭破产比例大幅度降低，银行的坏账率会
得到大幅度的降低，银行的系统性风险会得到大幅度的降低，整
个银行系统就更加稳固，发生社会性的总体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大
幅度降低甚至可以避免。

6.大幅度减少企业破产比例。虚拟财政的实施，将大幅度
优化企业的外部环境，一个是自有资金数量增加，一个是企业
的商品销路扩大，一个是外部的资金短缺得到大幅度的缓解，
这样就有利于企业改善本身的财务状况，由此大幅度减少企业
的破产比例。

7.大幅度减少人员失业。由于企业破产大幅度减少，企业的
人员失业现象也得到大幅度的改善，失业人员的数量将会大幅度
的减少。这些都将有利于有更多的人员就业，由此也解决了因为
人员失业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

8.大幅度减少银行利息和利息差。由于社会上资金短缺现象
得到了缓解，银行的利息也将得到降低，银行的利息差也将降
低。这对于银行系统虽然不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对于整个的社会
经济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9.可以为银行实行市场利率创造条件。由于资金短缺问题得
到了缓解，各种经济组织对于资金的需求得到了基本满足，资金
短缺将基本成为历史，这也更容易实现市场化利息。

10.股市将有更好的表现，因为企业的利润率提高了。由于
企业的投资环境更好，企业的利润率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因此股
市的表现也将因此而更好。投资于股市将是赚钱的，而不是类似
现在这样，股民多数可能是赔钱的。

11.我国的投资环境特别是盈利空间大幅度改善，所以会吸
引更多的外资来我国投资，建议我国对于外资持欢迎态度并适
度监管，避免大量的投机资金兴风作浪。

12.对于投机基金等，引导到风险基金用于发展我国的风险
投资方面，鼓励其在创新领域的投资。

13.人民的生活水平将得到大幅度的提高。由于更多的人口就
业，失业得到缓解，就业人口增加，企业效益提高，总体上人民的
收入水平得到快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将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14.贫困人口脱贫成果将更加容易巩固。由于就业人口增
加，市场容量增加，有可能返贫的人口可以从事的行业增加，就
业比例提高，出产的农产品等也更容易扩大销路，再加上各级政
府的财政实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所以可能返贫的人口将更
容易实现增加收入。这也有利于为确保我国可能返贫的人口不
返贫创造最基础的就业条件和创业条件。

5  彻底解决市场经济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根本途径
由于虚拟财政是以扩大本国的资金来源来实现经济的发展，

可以实现经济体本身的造血功能，由此就可以从根本上彻底解
决市场经济金融危机的根源，实现资金的国内生产和制造，来
对应不断扩大的生产能力。

6  应对美国贸易战的利器
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战，主要是因为我国处于较大的贸易顺

差的地位。一旦我国采取的虚拟财政解决方案落实以后，就不需
要依赖外贸顺差来发展本国的经济了，而是依赖内部扩大内需来
发展经济。这也就彻底解决了美国对于中国贸易战的主要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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