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行理财网
中国什么时候有虚拟货币(中国发行虚拟币了吗)

#2月财经新势力#

这是熊猫贝贝的第1554篇原创文章

开题明义，这篇文章对于2023年谋求发展，寻找投资方向的中国群体，很重要。

刚刚过去的2022年，中国的央行共超发了28万亿的货币。

这是有依据，来源可溯的官方数据：

2022年央行在全国的货币发行总量是266.43万亿，而2021年货币发行总量为238.2
9万亿，用2022年的货币
发行总量减掉2021年，因此得出2022年央行超发了28.14万亿的货币。

只看数字可能没有什么感觉，从经济逻辑和货币原理出发，给大家解释一下：

2022年央行新印刷了28万亿人民币，这平均到14亿国人头上，咱们每个人能分得
到20000块，但这对于普通群体来讲只能通过贡献劳动力才能获得属于自己的部分
份额。

如果没有涨工资，普通人基本只能等着手里的那点积蓄被贬值，或者拥有优质固定
资产其升值部分可抵消掉被贬值的总资产，前提是固定资产能够变得了现！

严格来讲，央行超发的28万亿等于货币总量已经贬值10%都还要多，要保证自己的
积蓄不被贬值唯一的办法是在过去一年家庭总收入算上家庭人口在内，原个人工资
增加到超发货币与每个人的份额持平。

但要想每个人都能均分到国家超发的货币份额，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大家算算，你去年在保持前一年水平工资的基础上拿了多少别人的那份超发货币？

有多少人又低于此水平呢？

而2022年中国的GDP增量是多少？只有3%。

10%VS3%，哪怕是没有任何经济学基础的普通人，都应该明白，这是货币政策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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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效应衰减的现实体现，超发了10%的货币，才换来3%的经济增量，投入产出比
已经非常差了。

而这样的情况，进入2023年，还在延续：

2023年首月，央行公布的金融，非常炸裂。

1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了4.9万亿，比之前绝大多数机构预测的4.3-4.5万亿还要多了
10%，创下了单月历史记录。

值得关注的是以下这两组数据：

一边是企业部门发力贷款，46800亿，创历史新高

一边是居民部门加油存款，增加了6.2万亿，同样创历史新高

相关的2023年首月金融数据的专题分析我前几天已经写过文章，这里不再赘述，主
要聚焦居民和企业在“货币超发”大背景下，存贷行为上的背离现象。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
个经济现象，事实上，复盘中国的经
济历史，
从建国以来，以及国内金融数据统计公布有史以来，如此剧烈的居民部门贷款
和企业部门贷款的分叉现象，是第一次出现。

第一的特殊意义，不用多说吧？

关键是，货币超发的大环境，以及持续增加的货币量，结合中国国家对经济和货币
管理的规则环境，2023年，中国的经济环境，会产生哪些可能的“化学反应”？

这篇文章将基于货币流向的相关经济学，结合中国当下经济环境中的现实表现和实
际情况，对2023年中国经济领域货币走向，进行专题深入的研判分析。

货币流向，决定财富方向，决定投资回报，就好比现实中高铁和步行的效率差距，
不仅仅在中国，实际上全世界任何国家和经济体都是这个逻辑：看清和跟随一国货
币的流向，对于普通群体来说，比看懂政策，熟悉规则的意义更大，也是实现财富
跃迁，阶层突破的必要条件，没有之一。

关注动向，把握本质，看清主线，研判趋势，指导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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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已反复自查合规，不碰红线，语言平和公允，不带价值导向。

内容有依有据，分析理性客观。

硬核内容，错过不再。

以微见著，洞察先机，把握趋势，指导决策。

PS：

文章略长，内容的阅读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耐心，并且需要进行思考。
内容不求讨好所有读者，写作分享也是一个阅读群体和写作群体互相选择
的过程。
每个人的认知层次不同，不做强求，这篇文章的内容不是什么大路货，也
不是什么看完能够带来轻松愉悦精神满足的爽文，请结合自身需要和认知
需求理性看待。
头条独家文章，抄袭搬运必究！（有看到抄袭搬运的读者朋友也请帮忙举
报一下，原创标签只有在头条平台。感激不尽！）

（如果这篇文章在其它资讯平台被看到，不用怀疑，就是抄袭搬运，厚颜无耻）

选择大于努力，思维决定层次，是任何时代任何环境下的重要规则。

图片来源：头条图库

1

重要的认知基础：货币是如何进入市场，影响到每一个普
通个体的？

如下图所示：信用货币时代，
可以简单理解为，商业银行是货币流入市场的中介，央行就是商业银行的银行。

而流向了市场的钱，并不只用于给普通群体发工资。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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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各国的法定货币，是通过债务创造的，也就是说，贷款贷出来的，所以法币也
叫债务货币或信用货币。

简单来说，可以理解成，政府发行国债，央行买下国债，把与国债对应的货币给政
府，政府再把货币用出去，货币就这样发行了出来，对于政府，货币是资产，国债
是负债，但对于央行，国债才是资产，货币则是负债，资产负债要平衡。

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扩大，就意味着投放更多货币，称为扩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缩
小，就意味着回收货币，称为缩表。

货币发行的另一种方式，则是银行的贷款，银行将存款保留一部分，称为准备金，
以备储户提款，其余的钱则贷出去，赚取存贷利差。

贷出去的钱流通后又被存入银行，留下部分准备金后，继续贷出去，循环往复多次
，这样，银行可以通过少量起始存款，制造出多倍于起始存款的贷款，称为货币乘
数效应。

贷款其实就是向社会投放货币的方式。

如果银行降低存款贷款利息，人们就会倾向于少存钱，多贷款，这就相当于向社会
投放货币；

如果银行提高存款贷款利息，人们就会倾向于多存钱，少贷款，这就相当于从社会
回收货币。

如果银行降低准备金率，就可以向社会贷出更多钱，称为降准；

如果银行提高准备金率，就可以减少向社会贷出的钱，称为加准。

社会上流通的货币多了，商品服务纷纷涨价，就是通货膨胀，反之则为通货紧缩。

在通货膨胀的过程中，富人持有的地产、房子、矿山、工厂、股份、艺术品等资产
是不断升值的，而且富人往往还会贷款负债经营，富人也有更多资源更多机会，更
容易利用法律和政策谋利，穷人持有的少量存款和富人的负债不断贬值，加大了贫
富差距。

在银行放贷的过程中，必然是政府、国企、富人容易拿到贷款，因为他们有资产抵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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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拿着贷出的钱，趁着货币还没贬值买资产，等到货币充分流通到社会中，物价
普涨的时候，再卖掉少部分资产，即可轻松还债。

全世界都一样：每次金融危机，央行印钞大放水救市后，贫富差距都会扩大一轮。

所以，用所有人都能明白的语言来解释货币流向，其实并不复杂，那就是国家允许
什么行业，什么企业，什么人负债，这个放债的过程，就是货币被创造出来的过程
。

超发货币并不可怕，实际上也没有多少值得关注的意义，关键要看，对应的银行资
产表上，是哪些行业，公司，还有个人的负债与之对应，这才是货币流动的方向。

从这个原理出发，实际上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贫富差距，社会财富分化的问题
，是无解的必然。

但是在中国不一样，中国不仅有信用货币扩张体系，还有大政府大市场的宏观货币
流向管理手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国家的对于货币流向管理的有形之手力量
，是碾压信用扩张体系的。比如国家主导基建投资，村村通工程，将铁路铺设全国
等等，这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信用货币体系无法实现，或者没人愿意做的事情。

看懂这个关键，至关重要：中国的货币政策是基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原则主线
，而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撬动货币增量的主线。

图片来源：头条图库

2

钱去哪里了？2023年中国央行印钞机持续轰鸣背景下的几
个经济现实分析

毫无疑问，中国的货币环境其实从2022年开始，就已经进入了“超量发行”，并且
在信用扩张体系里面明显出现了对经济带动边际效益衰减的特殊阶段。

之所以说特殊，是货币超发的事实之下，中国的经济环境中并没有在某个领域出现
明
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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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现
象”。央行的印钞
机轰鸣声持续了这么久，延续进入了
2023年，
股市没涨（2022年还持续阴跌，2023年开年反弹无力）、楼市也没涨（全国
房价2022年跌破万元均价），物价也平稳，居民收入也没有全面暴涨……那么
，超发出来的钱都去哪里了？

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1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
涨2.1%，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下降0.8%，国内物价
保持平稳运行。

钱去哪里了？这个问题，至关重要。

几点分析：

首先，
货币流动必然伴随货币现象，中国经济环境里面没有出现明显的通胀通缩表现，只
能说明超量发行的货币，还停留在国家的金融系统里面，要么就是在央行，要么就
是在商业银行，以负债的形式存在，并没有多少真正进入到市场，形成资产。

有个专业名词，就是形容这种情况，那就是“金融空转”。

经济环境中没有个体，企业，行业以自身信用和业务来撬动贷款，钱出不去。

其次
，2023年企业部门贷款暴涨，但是并没有明显的扩张经营，扩大投资，创造就业市
场繁荣的明显表现，
说到底银行为了完成贷款指标，找不缺钱国企来贷款，国企转身就存入了银行
，最后货币在金融系统空转。

其实逻辑和上面一样，无非就是利率的游戏，并没有真正意义上让钱进入经济环境
。

钱会流向不缺
钱的人，爱会流向不缺爱的
人，苦难流向最能吃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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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有资金需求的中小微企业，以及个人创业群体，在没有资产和信用背景的情
况下，是拿不到银行正规低息的贷款的。

银行向来都是晴天送伞、雨天收伞。需要贷款的民营企业都是缺钱的人，但还
款能力差风险大。不过真的缺钱的人，反而才真正能实现货币进入市场流动。

国企，以及有资产和信用背景的企业和个人，实际上在收入上是有托底的，面对做
大做强的需求和生存挤压的考验，其实和真正需要银行贷款的群体，是完全不一样
的。

然后，国家投资和地方债务用钱，这样的钱进入市场的效率很慢。

国家投资，什么
5G、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大型新基建，还有修路、修桥、水库，包括前几天
“能用人工尽量不用机械”的以工代赈。

地方债务，对应地方政府信用，什么转移支付，工资保障，管理成本逐年增加。

这个其实美国也有这样的情况，比如美国政府支援外部战争，实际上美元从政府到
军火商集团，美元并没有离开美国本土，就被创造出来了，但是这样的钱，要说进
入经济环境，产生影响，必然需要一定的过程和时间。

最后
，就是经济结构中，居民部门主动修复负债表，积极降杠杆，导致了金融部门的资
产表受到冲击。

这个很好理解，比如房贷，实际上房子是银行的资产，房贷是居民的负债，居民负
债对应的利息，就是银行的利润。

2022年延续至2023年的提前还贷潮，对应的就是居民消灭和清理负债，将资产从
银行拿到自己的手上，这就导致了银行的利润受到挤压，资产表受到冲击。

2023年开年，各地房贷
利率一降，结果全乱套，中国人向来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又进
一步刺激民众大规模提前还贷。

所以，综合以上分析，那些大肆宣称高M2，货币海量超发，中国房价要涨，物价
要飙升，股市要大牛的论调，是不是不攻自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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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情况就是：央行超发的货币绝大多数，都在金融系统里面空转，一直都出不来
。

金融空转就是当前正常、超量发行的货币、信贷无法有效流入实体经济，
按照道理应该流入实体经济的，但是基本上流入金融系统，在金融体系内
循环，实现资产价格的增长。

金融空转这是金融资本时代的必然，预测会较长时间，或者未来基本上要
伴随金融空转时代。

实体经济中投资收益率过低，导致资产荒，才让央行发出去的货币，再次
以现金的形式滞留在企业账户上，并没有通过投资而形成货币创造效应，
这就是所谓的金融空转。

图片来源：网络

3

趋势研判：2023年，中国超发的货币，后续将如何发挥作
用？

“金融空转”既包括资金在银行业金融机构内部流转，也包括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前
被拉长融资链条来套利的行为。

从实际情况来看，资金停留在金融体系内的情形包括金融市场投机等业务，拉长融
资链条则包括同业业务向以收益为目的的投资行为转变、借助理财信托拓展通道等
的“加杠杆”业务等。

本质而言，“金融空转”是流动性从金融市场向实体部门传递的过程中发生的不合
理配置。

当然，金融空转最值得关注的一个特
点，就是金融空转，是经济危机和金融风暴这样的风险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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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空转带来的问题会很多，具体包括：

（1）实体经济投资额度越来越少，因为实体经济没有利润，或者说利润比较低，
远远不及虚拟经济的利润；从而带来就业机会的大幅减少；

（2）经济会越来越空心化，金融领域会越来越强，这对中国不是什么好事情；

（3）金融杠杆会越来越高，因为资本是趋利的；

（4）越来越多的搞不清楚的互联网金融创新、金融创新会出现，如美国金融体系
那样。

我们将会看到：一方面实体经济在不断衰退，而另一方面金融体系会越来越发展，
实际上就是中国实体经济空心化。

历史上，我们已经看到过美国、英国是这样了。

所以，2023年，中国经济想要实现真正的，全面的复苏，并且在未来保持持续的发
展和真实增长，那么对于中国的国家来说，如何解决金融空转的当下现实情况，让
货币顺利进入到经济环境和市场中的各行各业，将成为必然的政策课题。

金融空转，如果引导不好，或者管理不到位，一旦猛虎开闸，对于经济环境就是洪
水猛兽一般的冲击。

这个在中国已经有过两次教训，一次是08年的4万亿，另一次，就是2016年的货币
化棚改。

每一次，都让中国的房价产生了飙升，让价格泡沫在楼市中不断产生和积压。

在实际操作中，只有市场借出来的钱，才真的是钱，大家都不去借，就没有钱流出
来！

这就是中国房地产为什么被称为货币信用关键渠道的原因所在。

2022年以来产生的金融空转，最大的原因，就是中国房地产经济和楼市这个信用渠
道堵塞了。

如果人民群众不去贷款，就没有水放出来。为什么大家不想贷款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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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负债太高，没法背负更多债务，再说银行也不想放贷，还不上的概率很大；

二是对未来预期悲观，对于主流群体而言，如果不是为了买房，贷了款用来干嘛呢
？

说到底，又回到了经济社会环境中关于“信心和预期”的讨论上面来了。

金融空转的产生，就是信息不足，预期不明的必然结果。

但是国家不可能容忍金融空转的情况长期持续的，中国的银行，都是国家的。

所以，
2023年，扭转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的预期，修复信心，将成为国家政策的必然主线
。

2023年中国经济接下来怎么走，关键不是看什么M2，什么货币总量，而是要看国
家如何解决金融空转。

三个方向，一目了然，要么物价涨，要么股市涨，要么楼市涨，然后带动市场流动
性，最后带动大家收入涨。

这个顺序很重要，虽然很多人会有情绪，但这就是经济规律，和万有引力一样的，
不会因为某些群体的不喜欢，不接受的情绪就不存在。

中国的每次货币超发，基本都会带来股市和楼市火爆，但是传导会延迟一年。

比如08年推出的4万亿，09年股票和房价才上涨。

比如15年M2超发，16年全国房价才起飞。

可以理性推测，2022年超发的28万亿，大概率在2023下半年或者2024年会刺激一
波资产价格上涨或者产生消费领域通胀效应。

1月13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
预计2023年我国通胀水平总体仍将保持温和。

温和通胀的说法，其实就是时间换空间，现在来看这个开年金融信号，是不是更容
易结合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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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股市迎来了全面注册制，水大鱼大，但是捞鱼的也多了，这个懂的自然懂，
没啥大牛的明确预期；

至于房地产，不管市场如何热闹，舆论炒作如何积极，实际上除非换贷，提前还贷
的势头得到彻底扭转，居民部门从去杠杆转回加杠杆，否则房产作为资产的价格行
情就没有确定性支撑。

还有其他说什么引导货币进入科技创新，技术突破，科研投入的说法，其实都是门
外汉，这上面花钱，还需要教国家做事？这样的投入，和普通群体和经济环境其实
并没有短期直接的关联。

可以明确的是，2023年，中国经济要复苏，要持续发展，在金融系统里面空转的海
量超发货币，必然是要进入经济环境和市场，发挥威力的。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是不是？

图片来源：头条图库

写在最后：

基于现实来看，2023年在中国经济环境中，应该如何看清
主线，指导行动？

2023年，中国过去几十年最重要的货币中介资产，也就是房地产，是解决金融空转
的关键所在，所以，一轮全面的刺激是必然的。

但是和过去两次不一样的是，这一轮的刺激，注定是最后一次，国家也必然会极度
警惕和克制，
中国未来10年是低利息时代的趋势，货币不断放水，即使经济不涨，资产也会
涨。

有人会提出疑问，那为什么不会是股市涨？不会是实体经济环境通胀，非要盯着房
地产？

很简单，中国的股市从建立之初，定位就是为实体经济和产业进行直接融资的工具
，而不是负责分配财富，分享红利的市场，有多少企业和公司，明明业绩不错，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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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走势和表现一塌糊涂的？

不是说中国股市没有机会，只不过要走向成熟，还需要过程，还需要时间，还需要
国家管理对于人性和资本收割的管理更加成熟。

短期来看，中国的金融市场，基本上就要用看中国男足的态度去认知：不能没有，
未来可期，但是当下就是不行。

而消费市场放任通胀，那就是灾难，稍微懂点经济学的都明白，很多价格一旦涨上
去，想要降下来，就很难了。

中国能够在2020年全球疫情爆发以后，在全球超发货币的大背景下将通胀控制的最
好，实际上最大的功劳，就是金融空转，以及房地产这个压舱石。

所以，并不需要说什么大道理，接下来，中国的货币发行量面对经济复苏的需求和
现实情况，只会越来越多，而“金融空转”也必然不会长期保持。

毕竟“堵不如疏”的道理大家都懂，不管这个闸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打开，何时打开
，打开到什么程度，中国经济2023年的复苏，后续的持续发展，都必然会迎来“开
闸”的那一天。

具体怎么做，没办法直说，写这个文章，并没有丝毫什么功利和引导的意图，纯粹
一点，对大家都好，能在这样一个浮躁功利的时代看点有价值的东西，这件事本身
就很有意义。

低利率，高流动性，信用宽松的必然趋势之下，不同的个体如何去适应生存，并谋
求发展，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需要去思考和面对的问题。

答案并不神秘，逻辑和因果，包括趋势分析其实已经说的很清楚了，至于不同的人
，能有怎样的理解，那就不是我能决定了。

以上，就是基于中国2023年开年以来货币发行的情况，结合经济现实和相关常识，
进行的一次专题讨论和深入研究的内容，和各位读者朋友们，进行一个交流和分享
。

图片来源：头条图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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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最新规定，本文内容和意见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关于置业，
投资等行为的明确建议，入市风险自担。）

以上正文，来自@熊猫贝贝小可爱

交个敢说真话，会说实话，善于观察的年轻人朋友，可好？

原创写作分享不易，如果觉得文章不错，欢迎转发点赞。关注本人

实力原创，头条独家，如有抄袭搬运侵权行为，必究！

有问题欢迎留言，再不行就私信也行，文明交流，有问必答，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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