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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是否每次都要等到灾难发生后才知道危机已经来临？
    每个人都说经济危机是一种信心危机，可到底是谁摧毁了人们的信心，又是怎样摧毁的呢？
当金融危机到来之后，我们发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了，每个人都在谈论虚拟经济中的泡沫。
可这些泡沫究竟是怎样形成的。
虚拟经济又是怎样与实体经济脱节的呢？
    本书将从实体经济开始，一步步延伸到虚拟经济。
从消费、投资与货币三个角度来解读经济危机的形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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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志，网名“一锅小狗”，早年曾用网名“诈糊”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篮球网友社团“扯谈社”。
20世纪末期，放弃了成为一流技术专家的理想，决心用一生的时间探究企业成功与失败的奥秘，用自
身的实践去检验各种企业管理理论。
在任职扬州盛达特种车辆有限公司销售部长期间。
曾用一年时间将公司的销售额从六千万提升至一亿一千万。

    在多年的企业经营管理中，屡屡发现宏观经济学理论与实际经济现象的不符之处，从而对经济学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

    经过数年的研究，以老百姓的生活为视角，借用了企业战略管理理论中的产业链概念。
创立了一门新的经济学理论——过剩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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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二节 存货过剩的形成与发展在上一节，我们建立了一个略带夸张的模型，但我们很伤心地发
现，这个模型非常接近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事实，那就是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改善得相当有限，发
展的只是资本与GDP。
我们的经济发展越来越依靠净出口和政府支出，一旦海外出现了金融危机，明明没有完全进入金融国
际化的中国同样也会受害，因为我们的市场没有了，大批中小企业面临倒闭。
但是，话又说回来，是不是没有金融危机就不会引起中国经济的冬天了呢？
答案是否定的。
这种靠不断增长的净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注定没有太持久的，比如日本，又比如亚洲四小龙。
为了简单起见，在研究净出口的拉动之前，我们先研究一个没有进出口与政府支出的二元经济，这里
只有烧饼（消费）与炉子（投资）。
同样，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先研究一种只有二级市场的经济，暂不研究多级工业品，即生产炉子还需
要有车床等工具，生产车床还需要电脑厂房等。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把这些产业链上的衍生资本品加进去，只需要引入宏观经济学中早已很成熟的乘数
概念，就可以得到与本文同样的结果，仅仅是在一些数据上有微小的差异而已。
在宏观经济学中，认为产出等于收入，认为人们的收入只有两个去处，要么用来消费，要么存在银行
里，银行会把所有这些钱用来投资。
同时，他们把消费与投资看成是两个独立的变量，但是，这与事实极度不符。
第一，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大量的房子与汽车生产出来之后卖不掉，这些产量并没有变成货币收入
，中国大量的烂尾楼至少在几年之内看不出有变成收入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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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本书中，我们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论述了经济危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但这只是现象，而非原因。
我们只有从最深层次的致病原因的角度去下药，才有可能真正地治好宏观经济这个病人。
那么，导致经济危机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让我们来真正地理解经济。
在中文中，“经济”的含义是经世济民，就是那些让社会变得更好，人民的生活更幸福的东西。
可以说，人类发展经济的唯一目的是为了让老百姓的生活变得更好。
用书本上的语言来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需要
，只有那些最终被人类消费而且在消费中让人类得到幸福与快乐的东西才是真正的经济。
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如果老百姓的生活没有得到改善，无论GDP有多高，我们都不能说经济得到了
发展。
在过去的日子里，我们造了大量的房子，但里面真正住了人的房子有多少呢？
大量的房子因为老百姓付不起钱而被空置，相当一部分房子因卖不掉而变成了烂尾楼。
这些东西到底算不算经济？
而今，我们一步步地偏离了我们当初的根本目的，经济学家越来越热衷于数字，捧着一堆GDP增长的
数字而走火人魔。
目前.GDP的度量体系都是以社会产品的总价格来衡量的。
但是2008年一个住在1万元一平米房子里的人是否比2000年花2000元一平米住同样房子的人更幸福？
当GDP的数字与人民的幸福相背离的时候，究竟是应该调整GDP的计算方法还是调整人民的幸福标准
？
到底是谁应该反映谁？
笔者是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在少年时候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那一轮的经济高增长，还记得那一轮增长
给我们带来的幸福。
记得大约是在1984年，我们就不再饿肚子了。
大约在1987年，我们村里有很多人家有了电视，盖了新房子。
几乎每过一两年.身边人们的生活都会有很大的提高，当时没人告诉我中国的GDP是多少，但我知道我
们的经济在发展与进步。
而在过去的十年里，经济的发展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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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过剩经济学》将为你解读中国经济的冬天与金融危机背后的原因。
一直以来，发展生产都是发展经济的第一要素。
多年以来，人们拼命地造房子，造汽车，可是当经济危机来临之时，却很无奈地发现，生产得越多，
危机就越严重，留下的只是大量倒闭的工厂和失业人口。
面对此情此景，未来的路我们应该怎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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