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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经济是经济社会未来发展的
根本趋势
消费只能通过购买所有权来实现吗？“大量生产”才能“大量消费”吗？只有“大
量消费”才能带动经济增长吗？在共享经济下，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本文
指出，共享经济使得在空间上不断扩张而日趋脆弱的经济体系在时间轴上找到了新
的发展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享经济是经济社会未来的根本方向所在。

只有“购买”才能“消费”？
首先，通过购买，实现消费，表面上是一

个货币经济问题，即付钱、付费；事实上，是

一个关乎所有权的法律问题，即排他。隐含的

逻辑是，所有权优先，只能消费自己已有的，

不足的部分必须通过购买；反言之，自己所有

的也不会给别人消费，除非出售给对方。出借

或租让无需要出让所有权，不是同样可用来满

足消费吗？现实是，这个部分在整个社会经济

体系内的占比极低。

既然似乎消费只能通过购买所有权来实现，

就必须有足够多商品可购买，于是，大量生产就

称为必要，进而，大量产出“有助于”大量消费

的实现。由此便延伸到第二个问题。

“大量生产”才能“大量消费”？
2018年是金融海啸十周年。10年来，将其

同80多年前的“大萧条”相提并论的声音不绝

于耳。两次金融大危机提出的是一个基本的经济

问题：“产出”与“购买”的关系。1929年至

1933年“大萧条”爆发表明，大量产出并不意

味着大量购买，供给并不能创造出与其相适应的

需求，所谓“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踢到了

“大萧条”的铁板。这在产业经济或企业财务上

被称为“产销率”。产销脱节不仅会造成企业部

门财务困难，还会拖累金融部门发生流动性困

难，进而触发整个经济社会的危机。

“大萧条”之后的70多年来，战争产业、福

利社会、制造业外移、金融自由化、放大消费金

融等一系列政策尝试与实践努力，结果只是暂时

地缓解了产销矛盾，而非根本上解决了问题。10

年前，金融海啸突降，这一次是所谓的“资产负

债表危机”，亦即企业普遍持有大量金融资产，

而这些所谓的金融资产是风险定价产品，价格萎

缩使得企业部门普遍出现资产萎缩，影响到流动

性。事实上，这是制造业普遍走低而金融部门虚

高的结果。这便将经济社会再次拉回到“大量产

出”与“大量购买”的根本冲突上来，亦即，如

果不能持续地维系制造业的繁荣，企业利润便难

以普遍提高，金融部门的短期扩张更不能扭转颓

势，反而会触发整个经济金融体系的崩塌。

似乎经济体系必须维系大量生产，并大量地

购买消费，否则便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危机。这个

逻辑所反映的是企业理性，亦即不断扩大产出的

动力，进而，需要扩张产销率，使整个经济社会

跟着不断地扩张消费，自觉不自觉地将经济增长

等同于产出扩张，是所谓“生产力”的标准。

历史地看，“大量生产大量消费”是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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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时代的特质，表面上大量生产是为了大量消

费，事实上，刺激与扩张消费用来满足不断增长

的产出需求，亦即大量消费以满足大量生产。

大量生产不等于大量购买，即便给予财政金融补

贴，大量购买最终还是不能跟上大量生产的扩张

步伐，反而将金融部门脆弱化。大量购买带来的

企业利润，进一步转化为金融利润，往往进一步

刺激产出扩张。这就将企业的生产理性凌驾在个

人的消费理性之上。经济社会中的种种乱象乃至

危机便由此而来，甚或被理论化为“周期性”。

大量产出并不等同于大量消费，也难以被大

量消费掉。这里面有收入分配的问题，也存在生

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同时，

也存在着环境成本、消费者权益还有厂商责任与

经济主导权归属的问题。社会经济体系的发展与

稳定，根本上讲，要解决好产出、购买与消费的

关系问题。说到底，是企业本位还是个人本位的

问题。

消费取决于个人的经济理性，产出取决于

企业理性。大量生产并不等于大量购买，大量购

买也不等于大量消费。企业利润最大化往往与产

出最大化相结合，这便与个人支出适度、消费适

度相竞争。根本而言，经济活动取决于个人的消

费意愿，而非企业的产出意愿，换言之，个人理

性应决定企业理性，而非企业理性塑造个人经济

理性。

说到底，经济发展的根本方向是扩张消费，

还是满足消费呢？生产商希望不断地扩张消费，

如此便可以扩大产出与销售，以确保利润；消费

者却不是天然地倾向于扩大消费，更不是只是从

产出增量方面来满足消费，从存量方面来满足消

费更是其首选。

这就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经济体系中大

量的存量应用于消费，二是先购买而拥有，后消

费的模式必须被打破。事实上，这就是共享经济

的两个基本原则：不用即浪费，超越所有权。其

根本含义是，经济社会或经济体系中存在着大量

的闲置的资源如果不被有效地利用，是经济体系

巨大的浪费；进而，在这种状况下，还要生产更

多，形成更大的闲置，这是经济扩张的恶果，也

促使经济、环境等更趋脆弱，经济社会将因此陷

于动荡。

“大量消费”才能带动经济增长？
产业经济带来了生产大爆炸，数字网络经济

带来了“交易大爆炸”，这就使得经济体系告别

了生产与交易之间的历史性的不匹配。但是，这

并不意味着“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模式获得永

生，恰恰相反，交易大爆炸不仅推进产出增量的

有效交易，也将触发存量的有效交易。从这个意

义上说，共享经济获得了历史性的机遇，而增量

交易居于支配地位的状况必将被松动乃至瓦解，

存量交易将大行其道。

事实上，工业产品的寿命不断地被人为缩

短，更新迭代更趋频繁，消费时尚不断被拉抬，

等等，这些都是在试图维系大量生产与大量消费

的旧模式。这个旧模式是企业理性主导下具有强

大的扩张性（Aggressive），其法律支撑就是

所有权，其结果是消费恒定而拥有更多。共享经

济是个人理性主导下具有普惠性（Inclusive），

其交易模式并不是排他性的所有权，而是分时消

费，其结果甚或是不需拥有而满足消费。

结语：向内收敛共享经济提高效益
几个世纪以来，产业经济主导整个经济体

系乃至经济社会，经济扩张成为主旋律，这种扩

张往往是空间维度的，扩张本身带来了危机和萧

条，并在事实上严重扭曲乃至扭伤了消费。而经

济活动在时间维度上的延展却没有相应实现，这

就是拥有带来了闲置与浪费。共享经济是在时间

维度上的细化，它使得在空间上不断扩张而日趋

脆弱的经济体系在时间轴上找到了新的发展方

向。简单地说，不断向外扩张的产业经济日趋脆

弱，经济数字化后，不断向内收敛的共享经济，

将极大地提高经济效益。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

共享经济是经济社会未来的根本方向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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