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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与遏制

郭书江

　　摘要 : 建立研究全球经济的数学模式 ,分析这个数学模式 ,可以找到宏观经济学的两个规律 ,社会积

累的必然性规律和价值转移规律。应用这两个规律能够很容易地从理论上找到形成经济危机、金融危机

的主要原因 ,以及遏制、消除危机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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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下简称二战) 以前 ,是经济危机困扰
着人们 ;二战以后到现在 ,又是金融危机困扰着人们。什么
是经济危机 ? 什么是金融危机 ? 分析和研究全球经济是认

识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重要方向。建立一个描述全社会
或者说全球经济运行状况的数学模式来统领这个研究 ,无疑
会有助于问题的讨论 ,可以叫做宏观经济学的数学模式。我
们对于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讨论从这里开始。

一、经济学的数学模式

本文中的社会 ,是指在政治、经济、军事等社会生活的诸
方面 ,特别是经济生活方面形成了一个统一体的社会。全球
经济一体化是一个大社会。

假设一个社会中具有生产能力的生产者总人数为 M ,每
一个生产者在特定的历史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或产品价值为

A1 、A2 ⋯⋯Am。则社会的生产总值就是 6
m

i = 1
Ai = A1 + A2 + ⋯⋯

Am。人均生产价值 A = 6
m

i = 1
Ai/ M ,或写成 6

m

i = 1
Ai = MA。MA 就是

该社会全体生产者在特定历史时间内生产的总产品或产品
总值的数学表达式。A 是 M 个生产者的人均生产价值 ,用
MA 表示社会生产总值忽略了每一个生产者在劳动能力、思
想情绪、健康状况等因素上的差别 ,似乎他们都具有同等的
生产能力、同样的思想情绪、健康状况 ,在一定的历史时间恰
好都生产了等量的产品或产品价值 ,这不影响问题的研究 ,

因为 MA = 6
m

i = 1
Ai = A1 + A2 + ⋯⋯Am。

再用 N 表示该社会中的人口总数 ,B1、B2 ⋯⋯Bn 分别表
示每一个人在特定的历史时间所需要的消费价值。则社会

消费总值为 6
n

i = 1
Bi = B1 + B2 + ⋯⋯Bn。人均消费价值就是 B =

6
n

i = 1
Bi/ N。或写成 6

n

i = 1
Bi = NB。NB 就是该社会全体人口在特定

历史时间内所需要的消费价值的数学表达式。B 作为 N 个
人的人均消费价值 ,显然也忽略了消费者的一切个性差别 ,

年龄、欲望、需要等等 ,似乎每一个消费者都具有同等的消费

能力 , 同样不影响本文的讨论 , 因为 NB = 6
n

i = 1
Bi = B1 +

B2 + ⋯⋯Bn。

很显然 ,全社会 N 口人在特定的历史时间内消费的产品
或产品总值最多只能是 M 个生产者在相应的历史时间内所
生产的产品或产品价值。写成公式为 :NB = MA。

不可忽略的问题是 ,即使一个小生产者也不会把自己生
产的产品或产品价值全部用于消费 ,他们要扩大再生产 ,要

改进生产方法 ,就要把一部分产品或产品价值用于积累。当
然社会也不会把全部的产品或产品价值用于社会消费。这
就需要从生产总值 MA 中拿出一部分 ,比如 10 %、20 % ⋯⋯

用 n 来表示这个百分数 ,即 10 %MA、20 %MA ⋯⋯或 nMA 用
于积累 ,用于扩大再生产 ,亦即用于推动社会的发展。所以
生产总值 MA 与消费总值 NB 之间就不能像前面那样简单地
写成 MA = NB ,而应该写为MA = NB + nMA。

公式 MA = NB + nMA ,就是社会经济学比较完善的数学
表达式。

本文的积累比例不同于《资本论》中的积累比例。马克
思在《资本论》第 1 卷第 22 章中说 :“假设剩余价值分为资本
和收入的比例已定 ,积累的资本量显然取决于剩余价值的绝
对量。假定 80 %资本化 ,20 %被消费掉 ,那么 ,积累的资本是
2 400 镑还是1 200镑 ,就要看剩余价值的总量是 3 000 镑还是
1 500 镑。”①马克思的积累比例是资本家控制的积累价值与
剩余价值的比值。

本文的积累比例也不同于习惯意义上的积累比例。比
如 ,一个社会、国家或者政府 ,财政收入 1 亿元 ,把 4 千万投
入社会的再生产或者扩大再生产 ,积累比例为 40 % ,显然也
不是本文中所说的积累比例。

本文中的积累比例是全社会的积累价值与全社会的生
产总值的比值。体现社会积累、消费和生产总值三者的关
系。

社会消费总值关系到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 ,积累总值关
系到社会的发展和发展速度。牺牲前者意味着牺牲人们的
现实利益 ,牺牲后者又意味着牺牲人类未来的利益 ,矛盾的
焦点是积累比例 n。

通常的思维方法是直观的、经验主义的。比如一个企

业、厂矿一年生产总值是 10 000 元 ,扣除一切费用、支出 ,投
入再生产的积累价值是 3 000 元 ,积累比例 n = 30 % ,方法是
直接用 3 000 元除以 10 000 元。对于一个社会来说 ,有许多
企业、厂矿 ,采用统计的方法 ,统计出整个社会所有企业、厂
矿一年的生产总值 ,比如为 1 亿元 ,扣除一切费用、支出后 ,

投入再生产的积累价值统计是 3 千万元 ,计算出积累比例
30 %。把这种直观的 ,经验主义的计算方法写成数学公式

是 :n =
nMA
MA

= n ,毫无意义 ,说明通常的思维方法不适用于宏

观经济的研究。
本文要证明的问题是 ,积累比例 n 的大小是一个必然

值 ,反映了社会的生产结构 ,具有规律性。用“社会积累的必
然性规律”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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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积累价值在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的大小 ,从来都是
人的意志的产物 ,是控制生产过程的众多人的意志的产物。
这些人包括所有的经营管理者 ,如厂长和经理、企业家、小私
有制所有者 ,还有资本家。他们依据生产的实践 ,依据支付
给生产者的工资、奖金、福利待遇的多少 ,依据缴纳税收及各
种社会管理费用的情况 ,亦即提供社会消费价值的多少 ,来
决定用于发展和扩大再生产资金的多少 ,或者说决定积累比
例的大小。对于整个社会来说 ,积累比例就是众多经营管理
者意志的综合产物 ,无法把握 ,也是无序的。由众多经营管
理者的意志决定的积累比例可能过大 ,也可能过小 ,过大或
者过小 ,违背了“社会积累的必然性规律”,就会受到规律的
惩罚。惩罚的第一步是引起积累价值的转移。如果人们不
警醒 ,连续 10 年、20 年 ,积累比例过大、过高 ,导致经济危机 ;

过小、过低 ,又会导致金融危机。下面一步步展开讨论。

二、积累比例的本质及必然性规律

本文的数学模式 MA = NB + nMA 可以写为 :NB = MA -

nMA。这个模式只能说是一个最简单的数学模式。
对于一个厂矿、企业来说 ,通常生产的只是一种或者几

种产品 ,只要依据具体数字或者最简模式来考虑生产总值
MA、积累价值 nMA、消费总值 NB 三者之间的关系就够了。
对于社会来说 ,有无数的厂矿、企业 ,生产着各种各样的产
品 ,包括各种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属于消费价值
NB ,满足社会消费需求。生产资料属于积累价值 nMA ,用来
发展和扩大社会再生产 ,它们是在不同的厂矿、企业完成的。
所以社会就不能仅考虑生产总值、消费总值和积累价值三者
之间的关系 ,还必须注意生活资料的生产与生产资料生产之
间的关系 ,或者说它们在不同厂矿、企业完成所形成的交换
关系。这是从全社会的角度考虑三者关系时 ,与一个厂矿、
企业不同的地方 ,也是宏观经济学从全社会的角度研究经济
现象不同于一个厂矿、企业的地方。数学模式应该显示这种
不同。

用 M1 表示一个社会中从事生活资料生产的总人数 ,用
M2 表示从事生产资料生产的总人数 ,生产者的总人数 M 就

可以写为 :M = M1 + M2 。代入公式 NB = MA - nMA 中 ,得到 :

NB = (M1 + M2) A - n(M1 + M2) A。整理后有公式 :

NB = (M1A - nM1A) + (M2A - nM2A) 。
这个公式才是从宏观上分析研究全社会经济运行情况

的具体公式 ,有两大组成部分。
第一大部分是 M1A - nM1A。其中 M1A 是生活资料生产

者的生产总值 ,nM1A 是他们提供给社会的积累价值 , (M1A -

nM1A)是他们提供给社会的消费价值。要点是生活资料生产

者生产的产品的实物形式是粮食、衣物、蔬菜、肉类、自行车、
燃料等等 ,他们提供给社会的积累价值 nM1A 的实物形式也
只能是粮食、衣物、蔬菜、燃料等。但是积累价值 nM1A 作为
投入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价值必须转变为拖拉机、播种
机、车床、铣床、纺织机、钢铁、化肥等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
所以他们提供给社会的积累价值 nM1A 不能直接纳入积累 ,

必须通过产品交换才能真正变成积累价值。
第二大部分是 M2A - nM2A。其中 M2A 是生产资料生产

者的生产总值 ,nM2A 是他们提供给社会的积累价值 , (M2A -

nM2A)是他们提供给社会的消费价值。要点是生产资料生产

者生产的产品的实物形式都是拖拉机、车床、纺织机、钢铁、
化肥等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 ,他们提供给社会的消费价值
(M2A - nM2A)的实物形式也只能是拖拉机、钢铁、化肥等生
产工具和生产资料 ,不能完成消费过程。要完成消费过程 ,

必须把拖拉机、钢铁、化肥等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转变为粮

食、蔬菜、燃料等等 ,这个转变过程同样需要经过产品交换才
能完成。

常规的产品交换是广义的产品交换 ,广义的产品交换包
含了所有的产品。本文的产品交换是狭义的 ,专指生活资料
生产者生产的产品与生产资料生产者生产的产品之间的交
换。狭义的产品交换很难从广义的产品交换中割裂出来 ,但
在理论上和实践上 ,这种交换是客观存在的。生活资料生产
者要把自己提供给社会的积累价值 nM1A 的实物形式粮食、
衣物、燃料变为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生产工具、生产资料 ,

就必须进行狭义的产品交换 ,这是客观存在。也就是把
nM1A 的实物形式粮食、衣物、燃料到市场上卖掉 ,再购买进

行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
狭义的产品交换 ,主要涉及生活资料生产者向社会提供

的消费价值 (M1A - nM1A)和积累价值 nM1A ,以及生产资料生
产者向社会提供的消费价值 (M2A - nM2A)和积累价值 nM2A。
所以着重分四部分来讨论。

(1) M1A - nM1A 作为生活资料生产者提供给社会的消费
价值 ,实物形式是粮食、衣物、燃料等 ,用符号 W1 来表示。在
产品分配过程中 ,社会或者说广大消费者得到的却不是这些
消费价值的实物形式 ,而是货币形式 ,用符号 G1 来表示。G1

和 W1 将同时进入市场。消费者要用 G1 去市场购买生活资
料 W1 ,才能完成消费过程。W1 与 G1 既构成等价关系 ,也构
成交换关系。假定市场平均价格为 d1 ,那么可以得到 : d1 ×
W1 = G1 ,也就是 :d1 = G1/ W1。

(2) M2A - nM2A 作为生产资料生产者提供给社会的消费
价值 ,实物形式是钢铁、各种生产机器等 ,用符号 W2 表示 ,作
为消费价值却不能分配给消费者 ,而要进入再生产和扩大再
生产的过程。分配给消费者的是它的货币形式 ,用 G2 表示 ,

进入市场购买生活资料粮食、蔬菜和肉类等消费品 ,不购买
它的实物形式钢铁和各种生产机器。W2 与 G2 虽是同一价
值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 ,却不构成交换关系 ,只构成等价关
系。

(3) M1A - nM1A 中的 nM1A 作为生活资料生产者提供给
社会的积累价值 ,实物形式是粮食、衣物等消费品 ,用符号
W3 表示 ,不能纳入积累 ,只能消费。生产者只有到市场上出

售 W3 ,才能完成积累过程。它的货币形式用符号 G3 来表
示 ,G3 却要到市场上去购买用于再生产的钢铁、各种生产机
器等。因此 W3 与 G3 也只构成等价关系 ,不构成交换关系。

(4) M2A - nM2A 中的 nM2A 作为生产资料生产者提供给
社会的积累价值 ,实物形式是钢铁、各种生产机器等 ,符号用
W4 表示 ,货币形式用 G4 表示 ,均纳入积累。W4 与 G4 既构成

等价关系 ,也构成了交换关系。在生产资料生产者之间交换
完成积累过程。如果其平均价格为 d2 ,则 d2 ×W4 = G4 ,或者
说 :d2 = G4/ W4 。

综合起来 ,四部分价值的货币形式只有 G1 + G2 是进入
消费过程的。在现实生活中经过税收、社会管理费用的收
缴 ,以及工资、奖金、各种劳动报酬等分配到了消费者的手
中。而 G3 + G4 则作为积累价值用于扩大再生产 ,由控制生
产过程的人占有、控制或运用。四部分价值的实物形式是
W1 + W3 进入市场 ,通过买卖进入消费过程 ,W2 + W4 用于积

累。
问题并不像本文叙述的这样简单 ,因为货币是毫无区别

的 ,不会有 G1 与 G2 等标号上的区别 ,也不会有消费价值与
积累价值的区别。产品交换也不会区分为消费价值的交换
与积累价值的交换。所有的货币与所有的实物将会同时出
现在市场上 ,使问题的研究复杂化。不过一般来说 ,消费价
值的货币形式 G1 + G2 总是购买 W1 + W3 的 ,积累价值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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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 G3 + G4 总是购买 W2 + W4 的。
对于同一个市场 ,有着同样的价格。如果生活资料的平

均价格如第一部分所说为 d1 ,那么就有 : d1 ×(W1 + W3) =

d1 ×W1 + d1 ×W3。其中 d1 ×W1 = G1 ,W1 与 G1 既构成等价关

系 ,又构成交换关系。问题在于 d1 ×W3 是等于 G2 还是等于
G3 ? W3 与 G3 虽是等价关系 ,但是 G3 却不购买 W3 ,而是 G2

购买 W3 。所以 W3 与 G2 才形成交换关系。形成的交换关系
有三种可能 :

(1)等价关系 ,d1 ×W3 = G2 ,即 nM1A = M2A - nM2A。也就
是 d1 ×(W1 + W3) = G1 + G2 ,消费品实物形式的价值等于社
会消费总值的货币形式 ,说明市场供求平衡。

(2)不等价关系 ,d1 ×W3 > G2 ,即 nM1A > M2A - nM2A。也
就是 d1 ×(W1 + W3) > G1 + G2 ,消费品实物形式的价值大于
社会消费总值的货币形式 ,说明市场供大于求。

(3)不等价关系 ,d1 ×W3 < G2 ,即 nM1A < M2A - nM2A。也
就是 d1 ×(W1 + W3) < G1 + G2 ,消费品实物形式的价值小于
社会消费总值的货币形式 ,说明市场供不应求。

同理 ,生产资料的价格为 d2 时 ,有 d2 ×(W2 + W4) = d2 ×
W2 + d2 ×W4。其中的 d2 ×W4 = G4 ,既构成等价关系 ,又构成

交换关系。问题是 d2 ×W2 是等于 G2 还是等于 G3。G2 与 W2

虽是等价关系 , G2 却不购买 W2 ,而是 G3 购买 W2。所以 W2

与 G3 才形成交换关系。形成的交换关系也有三种 :第一种
是等价关系 ,d2 ×W2 = G3 ,即 M2A - nM2A = nM1A ;第二种是不
等价关系 ,d2 ×W2 < G3 ,即 M2A - nM2A < nM1A ;第三种不等价
关系 d2 ×W2 > G3 ,即 M2A - nM2A > nM1A。

数学模式中的四个组成部分 ,在产品交换过程中形成了
G2 购买 W3 的三种可能和 G3 购买 W2 的三种可能。归纳其

共性后有 :
(1) nM1A = M2A - nM2A ,意味着 d1 ×W3 = G2 和 d2 ×W2 =

G3 。也就是 :d1 ×(W1 + W3) = G1 + G2 ,或者 d2 ×(W2 + W4) =

G3 + G4 。

(2) nM1A < M2A - nM2A ,意味着 d1 ×W3 < G2 和 d2 ×W2 >

G3 。也就是 :d1 ×(W1 + W3) < G1 + G2 ,或者 d2 ×(W2 + W4) >

G3 + G4 。

(3) nM1A > M2A - nM2A ,意味着 d1 ×W3 > G2 和 d2 ×W2 <

G3 。也就是 :d1 ×(W1 + W3) > G1 + G2 ,或者 d2 ×(W2 + W4) <

G3 + G4 。

先分析第一种可能 ,等价关系。M2A - nM2A = nM1A ,含
义是生产资料生产者提供给社会的消费价值 M2A - nM2A ,其
货币形式 G2 ,恰好与生活资料生产者提供给社会的积累价值
nM1A ,其实物形式 W3 构成等价关系。二者形成等价交换 ,

得到 G2 = d1 ×W3 ,即 : d1 ×(W1 + W3) = G1 + G2 ,市场供求平
衡。

同理可证 ,前者的实物形式 W2 与后者的货币形式 G3 构
成等价关系 ,即 d2 ×W2 = G3 ,或 d2 ×(W2 + W4) = G3 + G4 ,市
场供求平衡。

交换的结果 ,很自然地使生活资料生产者提供给社会的
积累价值 W3 由粮食、衣物等各种消费品转化成了等价的货
币 G2 。G2 等于预计的积累价值 G3 ,直接写成 : G2 = G3 。于是
购买了等价的钢铁、各种生产机器等生产资料 ,完成了积累
价值的实现过程。同时生产资料生产者也在这个交换过程
中把自已提供给社会的消费价值钢铁、各种生产机器等转化
成了等价的粮食、蔬菜和衣物等各种消费品 ,完成了消费价
值的实现过程。

由 M2A - nM2A = nM1A ,可以得到 :n =
M2A

M1A + M2A
=

M2A
MA

。

上式就是积累比例的数学表达式。

通常比较直观的 ,经验主义的思维方法 ,积累比例应该

是社会积累总值与生产总值的比值 n =
nM1A + nM2A

MA
=

nMA
MA

= n ,即生产资料生产者与生活资料生产者向社会提供

的积累总值与他们的生产总值的比值 ,写成数学表达式后毫

无意义。

在产品交换中真正实现的积累比例 n =
M2A

M1A + M2A
=

M2A
MA

,作为数学表达式的意义就完全不同了。其意义是说全

社会的积累比例应该等于生产资料生产者生产的价值与全
体生产者生产的价值的比值。或者等于生产资料生产者的

人数与全体生产者的人数的比值。
在一个社会中 ,从事生产资料生产的总人数有多少 ,是

这个社会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生产结构决定的。一个钢铁厂、
一个化肥厂 ,或者一个机械制造厂 ,投资几十万、几百万 ,甚
至几十亿 ,工作寿命通常要有几十年 ,生产能力、生产水平、
技术力量、用工总人数或者生产总价值都会因此维持几十

年 ,即使变化也变化甚微。所以积累比例 n =
M2A
MA

,就意味着

积累比例在特定的历史时期 ,特定的社会环境中 ,应该是一
个定值 ,不随人的意志的变化而变化 ,反映了该社会在特定
历史时期的生产结构 ,是由社会客观存在决定的必然值。这
是从全社会角度研究经济学所得出的积累比例的本质。

本文讨论的前提条件是忽略了每一个生产者的个体差
异 ,忽略了他们的身体状况、劳动情绪、劳动能力等因素的影
响 ,就好象每一个生产者在特定的历史时间都不多不少地生
产了社会平均价值 A 一样。在这一前提条件下 ,积累比例 n

就等于生产资料生产者的总人数与全体生产者的总人数的
比值。如果这一条件变化 ,生产资料生产者与生活资料生产
者的生产水平出现巨大差异 ,积累比例 n 的取值就应该是生
产资料生产者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生产的价值与全体生产者
在相应的历史时期生产价值的比值 ,而不能看作是人数的比
值。

第二种可能 :nM1A < M2A - nM2A ,也就是d1 ×(W1 + W3) <

G1 + G2 。可以得到的是 :n <
M2A
MA

。说明由众多经营管理者决

定的积累比例小于由社会客观实在决定的必然值。或者说
是积累比例 n 取值过小。

当积累比例 n 取值过小时 ,nM1A < M2A - nM2A ,即生活
资料生产者提供给社会的积累价值小于生产资料生产者提
供给社会的消费价值 ,用货币形式来表示就是 G3 < G2 。要点
是生产资料生产者提供给社会的消费价值 ,其货币形式 G2

与生活资料生产者提供给社会的消费价值 ,其货币形式 G1

一样 ,早已在产品分配过程中通过各种途径支付给了相应的
消费者 ,消费者就要拿上这些货币去购买消费品 W1 和 W3。

W3 和 W1 都是生活资料生产者生产的产品 ,实物形式是

粮食、衣物等生活消费品 ,没有明显区别 ,在市场上必然以相
同价格出售 :d1 ×(W1 + W3) = d1 ×W1 + d1 ×W3 = G1 + G3 。但
是 G3 < G2 ,所以 G1 + G3 < G1 + G2 。即 d1 ×(W1 + W3) < G1 +

G2 。消费总值的货币形式或者说社会的消费能力大于生活

资料生产者提供给社会的消费总值的实物形式 ,亦即供不应
求。人们的购买能力旺盛 ,消费欲望较高 ,超过了实际生产
的产品价值。这种现象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有三点 :

(1)倘若物价 d1 不变 ,必然有一部分货币积压在消费者
手中 ,货币流通受阻 ,同时维持了较高的消费需求。这种消
费需求不是心理欲望 ,而是消费能力 ,是实实在在的能力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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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在消费者手中的货币价值 G1 + G2 。
(2)调整物价 d1 ,或者说是通过物价自由波动来疏导货

币流通 ,必然要用 W1 + W3 的实物形式去交换货币 G1 + G2 ,

使 (W1 + W3) ×d = G1 + G2 ,亦即令 d1 上涨为 d ,才能使供求平
衡 ,矛盾消除。但这样做 ,人们必然要经受物价上涨的烦扰 ,

不利于社会的和平安定。更重要的是物价波动的结果 ,就是
我们所要讨论的第三点。

(3)调整物价 ,使物价由 d1 上涨为 d ,其结果是 :

(W1 + W3) ×d = W1 ×d + W3 ×d = G1 + G2 > G1 + G3 ,即
G2 > G3 。

要知道 ,W3 原本是生活资料生产者提供给社会的积累
价值 nM1A 的实物形式 ,希望通过 W3 ×d1 的交换过程得到货
币 G3 并纳入积累的 ,现在却通过 W3 ×d 的交换得到了 G2 ,G2

大于 G3 ,用 G2 取代 G3 纳入积累 ,积累总值自然就变大 ,由预
计的 G3 + G4 变成 G2 + G4 ,亦即由 nM1A + nM2A 变成了

(M2A - nM2A) + nM2A = M2A。结果是
M2A
MA

= n ,完全改变了

n <
M2A
MA

的情况。换句话说 ,物价自由波动的结果是弥补了积

累比例取值过小的错误 ,避免了闲散资金滞留在消费者手中
的现象 ,调节了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资金的积累过程 ,使 n <

M2A
MA

最终又变成 n =
M2A
MA

,所以是弥补了积累比例取值过小的

错误。

积累比例取值过大时有 : n >
M2A
MA

=
M2A

M1A + M2A
, 或

nM1A + nM2A > M2A ,反过来可以写成 : nM1A > M2A - nM2A。

也就是第三种情况。nM1A 是生活资料生产者提供给社会的
积累价值 ,货币价值是 G3 ;M2A - nM2A 是生产资料生产者提
供给社会的消费价值 ,已经通过各种分配方式 ,以货币 G2 的
形式纳入消费的准备过程 ,因此有 G3 > G2。进一步得到
(W1 + W3) ×d1 = G1 + G3 > G1 + G2 。物价不变 , (W1 + W3) ×

d1 > G1 + G2 ,意味着整个社会的消费基金太低、太少 ,购买力

下降 ,表面看产生供大于求的现象。其不良影响也有三个。
(1)保持物价不变 ,必然有一部分生活资料的实物形式

W1 和 W3 卖不出去 ,造成商品积压 ,甚至形成资本主义社会

的“生产过剩”。一方面表现为生活贫困 ,无钱购买必需的生
活资料 ,另一方面却货物堆积 ,卖不出去。历史告诉我们 ,在
资本主义社会 ,解决这一矛盾的最简单的思路就是扩张侵
略 ,寻求国际市场 ,不惜借用武力 ,发动侵略战争。所以资本
主义社会虚假的“生产过剩”现象造成的经济危机在本质上
是积累比例取值过高的结果。

(2) 调整物价 ,使 d1 下跌为 d ,并使 W3 ×d = G2 ,亦即
(W1 + W3) ×d = G1 + G2 ,达到供求平衡 ,矛盾消除。但这又不

是所有者愿意的 ,因为物价下跌 ,必然减少其利润。即使真
正下跌 ,其结果是什么呢 ?

(3)在市场价格的自由波动过程中 , d1 下调为 d ,W3 ×
d1 = G3 是预计积累价值 ,实际变成了W3 ×d = G2 。G2 < G3 ,纳

入积累的价值也只得由预计的 G3 减小为 G2 。相应地社会积
累总值也就由G3 + G4 减小为G2 + G4。写成数学表达式就是
由 nM1A + nM2A 减小成为 : (M2A - nM2A) + M2A = M2A ,使积

累比例趋向
M2A
MA

,弥补了积累比例过大的错误。

通过以上的讨论 ,可以看出积累比例取值过小是造成市
场经济供不应求的一个主要原因 ,取值过大又是造成供大于
求 ,甚至经济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两种情况在市场价格

的自由波动中 ,都会导致积累比例 n 趋向
M2A
MA

,所以 n =
M2A
MA

是一个社会在特定历史时期积累比例的必然值 ,或者说科学
值。市场价格的自由波动在这里起了一种积累比例趋向科
学值或必然值的调节器的作用。

抛开我们的讨论 ,设想在某一历史时间 ,某一地区、国家
或社会范围 ,人们拥有的消费总值的货币形式 G1 + G2 必定
是一个定值 ,相应历史时间和地区或社会范围 ,生活资料生
产者生产的消费价值的实物形式 W1 + W3 也必定是个定值。
谁也不知道这两个定值是多少 ,但是可以断定 ,消费总值的
货币形式 G1 + G2 与消费价值的实物形式 W1 + W3 必定有三
种关系 :第一种是供求平衡的关系 :d1 ×(W1 + W3) = G1 + G2 ;

第二种是供不应求 :d1 ×(W1 + W3) < G1 + G2 ;第三种是供大
于求 :d1 ×(W1 + W3) > G1 + G2 。许多社会实践家在考虑、观
察宏观经济现象时就是这样分析、研究问题的 ,但是由于经
济理论研究的滞后 ,这种常见的宏观经济的思维方法却没有
被数学化和公式化 ,也就是没有被科学化 ,更没有找到这种
常见的思维方法背后隐藏的经济规律 ,而且是两个规律。这
种思维方法也就成为一种经验主义的思维方法 ,尽管背后隐
含着科学。

三、积累价值的转移及其规律

一个社会的积累是有规律的 ,它反映了该社会生产结构
的配置状况 ,因此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是一个定值。作为规
律 ,经济规律就具有必然性、科学性 ,不可违背 ,否则就会受
到惩罚。物价波动 ,仅仅是惩罚的前奏 ,波动的结果是什么
呢 ? 是积累价值的转移 ,还有经济和金融危机。

比如在一个社会中 ,有一个所有者甲完全控制了生活资
料的生产和销售过程 ,特定历史时期生产价值为 M1A =

(W1 + W3) ×d1 = 6 000元。另有一个所有者乙完全控制了生

产资料的生产和销售过程 ,在相应的历史时间内生产价值
M2A = (W2 + W4) ×d2 = 4 000 元。社会生产总值 :MA = M1A +

M2A = 10 000元 ,积累比例 n 显然是 :n =
M2A
MA

= 40 %。

对于甲来说 ,他提供给社会的消费价值 ,包括支付的工
资、奖金和各种税收价值应该是 G1 = M1A - nM1A = 3 600元 ;

提供给社会的积累价值应该是 G3 = nM1A = 2 400元。对于乙
来说 ,提供给社会的消费价值 ,同样包括支付的工资、奖金总
值和缴纳给社会的各种税收等应为 G2 = M2A - nM2A = 2 400

元 ;积累价值 G4 = nM2A = 1 600元。从全社会看 ,消费总值为
G1 + G2 = 6 000元 ,与生活资料的生产总值 (W1 + W3) ×d1 =

6 000元是相等的 ,可以说是供求平衡。同理 G3 + G4 = 4 000

元 ,与积累资料的生产总值 (W2 + W4) ×d2 = 4 000元也是相
等的 ,达到了供求平衡。

但实际上 ,甲为了从生产活动中获取更大利益 ,总是想
方设法压低支付给工人和一切雇佣劳动者的工资、奖金 ,甚
至通过偷税漏税等手段减少向社会提供的消费价值 ,这样甲
提供给社会的消费价值就远远低于 60 % ,反过来 ,就是甲占
有的积累价值远远高于 40 % ,导致积累比例取值过大、过高。
并且甲所有者这样做 ,还有一个堂而皇之、名正言顺的理由 :

为了发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 ,推动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 ,

人们应该做出这样的贡献。当然乙所有者也会以同样的理
由做出同样的决定。整个社会的积累比例因此就趋向过大
或过高。

在上例中假定由甲、乙两个所有者的意志决定的积累比
例不是 40 % ,而是 50 % ,那么 ,甲提供给社会的消费价值就成
了G1 = 3 000元 ,提供给社会的积累价值就成了 G3 = 3 000元。
当然乙提供给社会的消费价值与积累价值也会相应地变为
G2 = 2 000元和 G4 = 2 000元。全社会的消费总值成了 G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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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 = 5 000元 ,小于生活资料生产者的生产总值 (W1 + W3) ×

d1 = 6 000元。供与求的平衡关系被破坏 ,形成供大于求的市

场现象。全社会的积累总值也就成了 G3 + G4 = 5 000元 ,大
于生产资料生产者的生产总值 (W2 + W4) ×d2 = 4 000元 ,供
求的平衡关系同样被破坏 ,形成供不应求的市场现象。

在实际的产品分配过程中 , G1 + G2 作为工资、奖金和各
种渠道产生的消费价值的货币形式 ,是在生产过程结束的同
时 ,就分配到了消费者的手中。甲、乙两个所有者手中除了
必要的流动资金是货币 ,他们手中控制的价值主要是 W1 +

W3 和 W2 + W4 的实物形式。

对于甲来说 ,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把 (W1 + W3) ×d1 =

6 000元的实物价值卖掉 ,变成6 000元的货币价值。市场购
买力是多少呢 ? 是 G1 + G2 = 5 000元。物价不变 ,甲所有者
手中的实物价值显然只能卖掉一部分 ,交换得到货币价值
5 000元 ,有1 000元的实物价值卖不出去。要知道这5 000元
中已有3 000元作为工资、奖金或其他途径变成了消费者手中
的消费基金 ,现在只是收回 ,为了发展再生产还必须把这
3 000元作为准备资金 ,而不能转化为积累价值。因此甲所有
者实际实现的积累价值不是预期的3 000元 ,而是2 000元 ,所
谓欲速则不达 ,有1 000元实物价值卖不出去 ,积压到了甲所
有者手中。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弊病 ,更重要的是劳动
者、生产者乃至于整个社会大多数消费者的消费水平由于社
会消费总值的降低而降低了 ,由3 600元降低到3 000元 ,这才
是最主要的弊病。至于因此而引发的埋怨、诅咒情绪 ,以及
政治斗争和阶级矛盾的激化就更不用说了。

甲是生活资料生产者 ,生产的是粮油、蔬菜、衣物、自行
车等各种消费品 ,有许多很难长期保存 ,不能积压 ,降价处理
或说调整物价成为必然。传统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就是
供大于求 ,物价下跌。如果物价由 d1 下跌为 d ,并使 (W1 +

W3) ×d = 5 000 元 = G1 + G2 的话 ,供求关系就会达到新的平

衡。消费者在工资、奖金等产品分配过程中利益的减少 ,由
于物价降低而得到了弥补 ,社会的整体消费水平可说维持不
变 ,大多数人的消费水平也因此变化不大。只是甲预计得到
3 000元的积累价值 ,由于物价降低实际只得到了2 000元。
比科学、合理、必然的积累比例 40 %时的积累价值2 400元减
少了 400 元。这就是甲所有者想方设法降低生产者、劳动者
的工资、奖金 ,偷税漏税 ,企图得到 50 %的积累价值的结果。

现在再来看乙所有者 ,乙是从事生产资料生产的 ,他也
为了获取 50 %的积累价值绞尽脑汁 ,能否如愿呢 ?

从上面的讨论我们知道 ,无论生活资料的价格变与不
变 ,甲实现的积累价值都是2 000元 ,亦即 G2 = G3 = 2 000元 ,

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社会总资金就是 G3 + G4 = G2 + G4 =

4 000元。乙所有者控制的生产资料的总价值恰恰就是
(W2 + W4) ×d2 = 4 000元 ,供求平衡 ,所以很自然地乙所有者

实现了预计得到 50 %积累价值的愿望 ,比科学、合理、必然的
积累比例 40 %的积累价值1 600元 ,多得到了 400 元。这 400

元哪儿来的呢 ? 显然是甲所有者少得到的 400 元转移给了
乙所有者。

结论是社会总的积累价值不会因为人的意志的变化而
变化。积累价值是用来进行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 ,推动社会
发展的 ,积累价值不变 ,也就是社会发展的速度不变。问题
在于积累比例取值为 40 %时 ,生活资料生产者得到的积累价
值应该是2 400元 ,生产资料生产者得到的积累价值应该是
1 600元。当他们都想把积累比例提高到 50 %时 ,尽管打着
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招牌 ,实际上并没有促成整个社会积累
价值的增多 ,亦即没有起到推动社会经济加快发展的作用 ,

相反 ,只是引起了物价的波动 ,并在波动中导致了积累价值

的转移 ,使生活资料生产者少得到了 400 元的积累价值 ,由
2 400元减少为2 000元 ,而生产资料生产者却多得到了 400

元 ,由1 600元增加到了2 000元。我们把这叫做积累价值的
转移规律 ,简称为价值转移规律。

积累价值的转移规律对人们认识社会的经济问题有什
么启迪呢 ? 稍加思索人们就可以看出 ,积累价值的转移规律
告诉我们 :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速度都是由该社会的客观实
在决定的 ,由该社会的生产结构决定的。并不是哪一个企业
家、资本家、经营管理者拼命压低生产者的工资、奖金、福利
待遇 ,想方设法逃避税收和各项管理费用 ,来提高用于再生
产和发展再生产的积累资金、积累价值所能做到的。对于整
个社会来说 ,在一定的历史时间 ,积累比例是个定值 ,积累价
值也是个定值。这个企业家、资本家、经营管理者通过各种
方法、手段多获得了积累价值 ,必然有另一个企业家、资本家
或者经营管理者少得到了积累价值。有时候就连他们自己
都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多得到了或者少得到了这些价值 ,只是
感觉到物价波动朝着有利于或者不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他
们感到发财或者倒霉的机会来了。这就是积累价值的转移
规律在起作用。

反过来 ,由于种种原因 ,比如生产者、劳动者要求增加工
资的斗争 ,国家、政府税收力度的加大 ,为了开拓本社会的内
部市场等都可能导致整个社会消费总值的扩大 ,甲和乙所有
者能够占有的积累价值不得不减少 ,比如减少为 30 % ,情况
又会怎样呢 ?

对于生活资料所有者甲来说 ,提供给社会的消费价值将
变为 G1 = 4 200元 ,比 40 %时多提供了 600 元 ,提供给社会的
积累价值将变为G3 = 1 800元 ,比 40 %时少提供了 600 元。对
于生产资料所有者乙来说 ,提供给社会的消费价值将变为
G3 = 2 800元 ,比 40 %时多提供了 400 元 ,提供给社会的积累

价值将变为 G4 = 1 200元 ,比 40 %时少提供了 400 元。
结果是整个社会的消费总值上升为 G1 + G2 = 7 000元 ,

即以工资、奖金、税收等各种渠道分配到消费者手中的货币
价值增加了1 000元。实际上 ,生活资料生产者只生产了消费
价值的实物形式 (W1 + W3) ×d1 = 6 000元 ,因此 , G1 + G2 =

7 000元 > (W1 + W3 ) ×d1 = 6 000元 ,显示市场购买力旺盛。
整个社会积累价值的预期值因此下降为 G3 + G4 = 1 800元 +

1 200元 = 3 000元 ,减少了1 000元。由于生产资料生产者实
际生产总值为 (W2 + W4) ×d2 = 4 000元 ,所以 G3 + G4 = 3 000

元 < (W2 + W4) ×d2 = 4 000元。
在消费品的交换过程中 ,用7 000元的货币价值去购买

6 000元的实物价值 ,物价不变 ,会有1 000元的货币价值滞留
在消费者手中 ,造成货币流通滞缓 ,甚至沉淀 ,保持社会较高
的消费欲望。

调整物价 ,使 d1 上涨为 d ,并使 (W1 + W3) ×d = 7 000元 ,

达到供求平衡。姑且不论物价上涨造成社会情绪的波动 ,单
就甲所有者来说 ,原本希望通过 W1 + W3 的销售过程获取货
币价值6 000元 ,得到4 200元的消费基金和1 800元的积累基
金 ,现在实现的价值竟是7 000元 ,减掉4 200元的消费基金 ,

实得积累价值2 800元 ,当然大喜过望 ,因为这远远超出他所
预料的收入。如果他把这2 800元全部用于再生产和扩大再
生产 ,那么整个社会的积累价值就是2 800元 + 1 200元 =

4 000元 ,恰好与生产资料生产者生产的价值 (W3 + W4) ×
d2 = 4 000元相等 ,供求平衡。也就是说整个社会的积累总值

并没有因为人的意志从 40 %变为 30 %而减少。只不过使生
活资料的所有者甲从应该得到的积累价值2 400元增加到了
2 800元 ,使生产资料所有者乙从应该得到的积累价值1 600

元减少到了1 200元。乙所有者少得到 400 元 ,甲所有者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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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400 元 ,同样是积累价值的转移 ,不影响整个社会积累价
值的总量 ,或者说不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

但是如果甲仍然按照预定的1 800元去购买用于再生产
和扩大再生产的生产资料 ,这是他作为所有者的权力 ,并把
多得到的1 000元用于奢侈生活 ,吃喝嫖赌 ,充分享受生活 ,那

么社会积累总值就确确实实变成了1 800元 + 1 200元 = 3 000

元。社会原本应该按照 40 %的积累比例和4 000元的积累价
值向前发展 ,现在就只能按照 30 %的积累比例和3 000元的
积累价值向前发展 ,社会发展的速度受到延缓。直接表现出
来的是乙所有者 ,生产资料所有者积压了1 000元生产资料 ,

不得不在下一个生产周期减小生产规模 ,延缓了社会生产的
发展速度 ,特别是减慢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当然这也

是导致钢铁、机器等各种生产资料价格下跌的一个主要原
因。

在现实生活中 ,社会经济并不如我们所说只有甲、乙两
个所有者控制着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的生产过程 ,其生产价
值也不仅仅是10 000元。无数个甲所有者与无数个乙所有者
从事和控制着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的生产过程 ,其资本大到
成千上万、上亿万元 ,小到几千元、几百元 ,倘若把社会生产
总值扩大一亿倍 ,其他比例不变 ,6 000元会变为6 000亿元 ,

4 000元会变为4 000亿元 ,由于积累比例从 40 %到 50 %和
30 %的变化 ,造成的积累价值 400 元的转移就会变成 400 亿
元。一个社会中 ,有一批所有者 ,不管是资本家、企业主、个
体所有者还是工厂、商店的老板 ,因为积累价值的转移赔本
或盈利 400 亿元 ,也不管这 400 亿元是美元、日元、英镑 ,还是
法郎或人民币 ,它将会使多少经营者破产、倒闭、一败涂地
呢 ? 又会有多少劳动者因此而失业、挨饿受冻、流落街头呢 ?

有些人甚至会铤而走险 ,走上犯罪道路。
实际上积累价值的转移并没有到此结束 ,因为生产资料

所有者和生活资料所有者往往把自己生产的产品的销售权
交给了商人 ,当物价波动 ,导致积累价值转移时 ,真正获取转
移价值的不一定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所有者 ,而是控制商
品销售权的商人。所谓“从贫求富 ,农不如工 ,工不如商”的
奥妙就在这里。当然随着物价的波动 ,所有者也要调整交给
商人时的物价 ,但是这一批物价可以调整 ,前一批已经交到
商人手中的物价却无法反悔。这正是商机无限 ,瞬息万变 ,

商场如战场的真正含义。在价值转移规律发生作用的时候 ,

商人或说是商业资本家成为积累价值转移的最终受益人 ,而
不一定是控制生产过程的工农业资本家、企业家、经营管理
者。

必须注意 ,商人获取商业利润的过程 ,也是一个辛苦漫
长的过程 ,商业利润代表了他们物化在商品营销中的劳动 ,

大多数经商的人都会有这种体会。但是 ,如果控制在他们手
中的一批商品突然涨价 ,结果会怎么样呢 ? 在社会经济处于
混乱时期 ,调整时期 ,贫乏时期也就是物价波动时期 ,控制有
大量商品的商人就迎来了发财的机会 ,所谓“囤积居奇”就是
这个意思。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得到的与他们物化在商品营
销中的劳动价值不成比例 ,实际上已经不是商业利润 ,而是
转移到他们手中的积累价值。时间差价、季节差价、地区差
价 ,都是利用价格的巨大变化来赚钱的 ,也就是利用在某一
历史的瞬间、地区差别产生的 G1 + G2 大于 W1 + W3 来赚钱 ,

所以不是商业利润 ,而是转移价值。价值转移规律转移的价
值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发生的 ,物价波动瞬间就发生了 ,与获
取商业利润完全不同。

由于控制工、农业生产过程的经营管理者不能正确地、
科学地把握积累比例的取值 ,导致积累价值的转移 ,使他们
既承担了剥削、压迫劳动者、生产者 ,拚命压低工资、奖金、福

利待遇 ,削弱了本国、本民族、本地区消费市场的罪名 ,也不
能成为积累价值转移的最大受益者 ,结果只能是替人火中取
栗。至于因此而引发的“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又使他们
和他们雇用的生产者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一般来说 ,由众多经营管理者的意志共同决定的积累比
例比由社会的客观实在或者说社会的生产结构决定的积累
比例过高、过大 ,积累价值会向生产资料的生产者和经营管
理者手中转移 ;反之 ,过低、过小 ,积累价值就会向生活资料
的生产者和经营管理者手中转移。考虑到商品往往控制在
商人手中 ,而价值转移规律又是通过物价波动来实现的 ,所
以商人就在物价波动的过程中成了价值转移的最大受益者。

四、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与遏制

什么是经济危机 ? 什么是金融危机 ? 它们是怎样形成
的 ? 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 ? 表现出来的现象是什么 ? 本
质是什么 ? 区别在哪里 ? 解决的办法是什么 ? 怎样避免 ?

本文所探索的经济学的两个规律也许能够回答并解决以上
问题。

(一)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与遏制
习惯上 ,人们认为要发展生产、推动社会前进 ,就必须增

加积累 ,所以总是想方设法压低工人的工资、奖金和福利待
遇 ,以及通过偷税漏税来获取积累资金。当然丝毫不排除他
们中的许多人只是为了满足自己发财的欲望 ,为了追求奢侈
豪华的生活。不管哪种情况 ,都导致由众多经营管理者的意
志决定的积累比例过高、过大 ,高于或大于由社会客观实在
决定的积累比例。生产者、劳动者 ,以及整个社会拥有的消
费价值 G1 + G2 太低、太少 ,供大于求 ,所以形成了经济危机
的典型特点 ,“生产过剩”的假象。一方面是生产者、劳动者 ,

甚至整个社会的贫困 ,缺乏购买力 ;一方面是资本家、资产阶
级占有了大量生活和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 W1、W3 和 W2 、
W4 ,找不到市场 ,卖不出去 ,产品积压 ,资金周转不灵 ,造成停

工停产 ,工人失业 ,直至企业倒闭、破产 ,社会趋向崩溃。这
就是经济危机。

解决的办法是 :寻找、开拓国际或国内市场。第二次世
界大战以前主要是寻找、开拓国际市场 ,转嫁危机 ,不惜发动
世界战争 ,历史证明这一条道路是走不通的。大战以后 ,主
要是寻找、开拓国内市场 ,提高本国人民的消费能力 ,就是降
低积累比例 ,表现为社会消费总值 G1 + G2 的增加 ,国民生产
水平提高 ,也避免或者说是消除了经济危机的困扰。

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把经济危机看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
发展的规律 ,并预言每 10 年或 20 年就会重复一次 ,却没有找
出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的本质原因 ,无法解释战后近
五六十年来资本主义社会避免经济危机并飞速发展的原因。
按本文的观点 ,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倡导的社会主义运动 ,特
别是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 ,震撼了资本主义社会 ,震撼了整
个资本家阶级。为了平息本国、本社会内部工人阶级的革命
情绪和革命意识 ,他们开始注重提高生产者、劳动者、工人、
农民和整个社会普通民众的消费水平 ,包括工资、奖金、各种
福利待遇 ,以及整个社会的失业保险、福利保险、慈善机构的
建立和完善等等 ,极大地提高了整个社会消费价值的总额
G1 + G2 ,因此改变了积累价值所占比例过高、过大的现象。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就是大大开拓了本国的国内市场 ,消除
了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 ,起到了遏制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
命的作用。这就是近五六十年来资本主义社会能够平稳发
展、避免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

本文的观点 :经济危机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规
律 ,因此没有产生的必然性。它之所以会产生 ,是因为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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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背了“社会积累的必然性规律”,在产品分配过程中 ,积累
比例取值太高、太大 ,造成了整个社会的消费总值 G1 + G2 太
低、太少 ,购买力下降。调整整个社会的积累比例 ,提高整个
社会的消费总值 G1 + G2 ,经济危机就可以避免。

(二)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与遏制
从经济危机到金融危机 , 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转折 ,

这一转折是由众多经营管理者的意志决定的积累比例低于
或小于由社会客观实在决定的积累比例 , 造成社会消费总
值的货币形式 G1 + G2 过高、过大 , 远远大于、高于消费价
值的实物形式 W1 、W3 , 造成与经济危机完全相反的情况。

表现出来的现象是 :供不应求。社会有较高的消费能
力 ,消费欲望 ,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甚至可以
说是富裕 ,赶上了社会生产力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特别是
在发达国家 ,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更是这样。甚至消费者手
中拿着消费价值的货币形式 ,买不到自己需要的消费品 ,请
注意是“需要”的 ,而不是必需的 ,体现了较高的消费能力和
消费欲望。长期累积 ,有大量闲散资金滞留在消费者手中。
与经济危机爆发前的现象完全相反。

造成的结果是 : (1)由于积累比例过小、过低 ,一些厂矿、
企业或者企业家、资本家、经营管理者缺少投入再生产和扩
大再生产的资金、资本 ,减缓了社会生产发展的速度。以至
于发展和扩大再生产需要的积累价值不得不通过社会募集、
集资、股市、贷款等方式来解决。(2) 从价值转移规律来看 ,

整个社会的积累价值是不会减少的 ,只不过由于积累比例过
小、过低 ,积累价值向生活资料的生产者和所有者手中转移 ,

使生产资料生产者和所有者手中缺少了投入再生产和扩大
再生产的资金、资本。对于生活资料的生产者和所有者 ,特
别是商人来说 ,并不缺少投入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资金、
资本 ,完全相反 ,由于得到了转移的积累价值 ,使他们感觉大
喜过望 ,是一种意外的收获 ,不是预计的结果 ,因此没有预定
的投资方向。转移的积累价值如果找不到合适的投资方向 ,

控制在生活资料生产者或者商人手中 ,就会形成泡沫经济中
的泡沫。(3)一旦找错了投资方向 ,造成资本应用的重大失
误 ,由泡沫引发金融危机。这就是近五六十年来 ,世界摆脱
了经济危机 ,却迎来了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 ,或者说是理论
上的原因。

经济危机直接造成生产者、劳动者的贫困 ,社会消费能
力太低 ,消费市场狭窄 ,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 ,资金无法周
转 ,社会经济崩溃。金融危机则是因为金融资本没有找到正
确的投资方向 ,或者说金融资本应用错误 ,造成大量资金、资
本的浪费 ,以至于资本、资金无法周转 ,社会经济崩溃。二者
的结果都是大批企业、厂矿 ,企业家和经营管理者破产、倒
闭 ,使大量的生产者、劳动者失业和因为丧失了经济来源而
流落街头 ,性质却完全不同。

金融危机的形成有一个渐变的过程 ,需要时间。比如积
累比例过低、过小 ,积累价值向生活资料生产者手中转移 ,首
先使社会的生产结构变化 ,越来越有利于生活资料的生产 ,

才使社会的消费水平得到极大提高。与此同时 ,生产资料生
产者由于缺少投入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资金 ,使整个社会
的生产力发展趋向缓慢。生产力发展的变缓、减慢 ,是金融
危机形成的基础、本质或者说前奏。这个时期 (相当于二战
后到 70、80 年代) ,由于消费水平极大地提高 ,人们感觉不到
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变缓和减慢。

其次才是经济泡沫的形成。消费水平接近或者提高到
了生产力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就不可能
再有提高。这个时候人们明显感觉到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变
缓、减慢 ,经济发展步履艰难。如果积累比例持续过低、过

小 ,太多的消费价值还会沉淀 ,加上积累价值继续转移 ,没有
生产力的发展 ,很难找到投资方向 ,形成经济泡沫 ,在社会上
游荡 ,徘徊 ,盲目涌动 ,就是有效投资不足 (相当于 20 世纪
80、90 年代) 。

最后才是金融危机的爆发。盲目涌动的经济泡沫 ,一旦
发现了投资方向 ,蜂涌而上 ,结果方向错误 ,投入的大量资本
不能转化为利润 ,甚至连成本也收不回来 ,形成金融危机。

解决的办法是 : (1)首先弄清楚社会较高的消费能力、消
费欲望是从哪来的 ,表现在哪些人群中 ,究竟有多大 ,不要跟
着感觉走。由于产品分配制度的不合理 ,大量的消费资金往
往控制在少数人手中 ,他们表现出来的较高的消费能力、消
费欲望并不代表整个社会 ,起着误导投资者的作用 ,所以不
要盲目投资 ,才能避免经济泡沫破裂 ,形成金融危机。(2) 把
资本、资金应用在提高生产力的研究上 ,研究出接近于广大
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欲望的产品 ,也就是生产服务于普
通民众。当然这种研究 ,要消耗资本、资金 ,还要消耗时间 ,

减慢资本的增长速度 ,这是一种牺牲 ,然而也是主要的出路
之一。(3)投资高科技领域 ,把高科技的研究成果转化为生
产力 ,不断开辟、开拓新的生产领域 ,为社会加速发展铺平道
路。显然后两种办法不是任何私人资本所愿意的 ,也不是任
何私人资本所能承担的 ,但却是消灭经济泡沫的重要方法 ,

这就使社会统筹规划成为必然的发展方向。
在社会统筹规划成为必然之前 ,泡沫经济中的泡沫会怎

样呢 ? 详细分析起来 ,由于全球经济的一体化 ,也由于世界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泡沫经济中的泡沫大多存在于发达国
家 ,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他们寻找投资方向的时候 ,往
往把目光投向发展中国家 ,那些地方人们的生活水平比较
低 ,潜藏有巨大的消费能力 ,有可能吸收他们的资本、资金 ,

用来发展生产 ,提高那些地方的消费水平。这些思维方法并
没有错 ,错在他们有可能忽略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消费能力 ,

也就是这里的人民所拥有的消费价值 G1 + G2 太低和太少 ,

盲目投资 ,远远超出他们的消费能力 ,消费不了 ,投入的资
本、资金不能很快转化为利润 ,还可能收不回来 ,造成资本、
资金周转的困难。从局部看 ,类似于经济危机 ,从全局看是
资本应用的错误 ,形成金融危机。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没有充分研究本国、本地区
的经济发展状况 ,没有充分研究本国、本地区社会消费水平
和消费能力 ,盲目引进发展资金和资本 ,本意是要提高本国、
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速度 ,一旦引进的资本、资金发现
投资方向错误 ,或者因为其他原因 ,中途退出 ,造成金融危机
的后果就只能由本国、本地区的经济力量来承担 ,使这个国
家和地区的经济彻底崩溃。

经济危机不同于金融危机 ,但是却都告诉我们 ,人类的
经济活动必须遵守经济规律 ,遵守“社会积累的必然性规
律”。换句话说就是充分考虑社会消费总值与积累总值在生
产总值中的比例关系。盲目提高社会消费总值或者盲目追
求发展速度 ,增加积累 ,都会违背“社会积累的必然性规律”,

受到规律的惩罚。所以注重生产结构 ,保证社会消费水平与
生产力的发展按科学比例同步前进 ,是消除和遏制经济危机
与金融危机的双刃剑。

注释 :
①马克思 :《资本论》,中文版 ,第 1 卷 ,657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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