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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學理財術-理財觀念與運勢推算 

人生在世，為了生活一定需要錢，雖然談錢，好像全身似

乎多了點銅臭味，但即使是清高至上的聖人，也無法避免體內

還是會產生廢棄物，偶爾也是要找一間茅廁好好洩洪一下。換

句話說，錢雖然有時候如糞土，但大家還是很需要它！

「錢」，可以說是人類社會創造出來的一種抽象商品，而

它被人類社會賦予了至少下列功能：(1) 衡量商品價值的計價

工具。(2) 商品交易時的媒介 (或者稱為支付工具)。(3) 通用

於人類社會。至於「錢」這種抽象商品之所以被人類社會創造

出來，主要是為了達成商品交易的便利性。

在傳說中的以物易物時代裡，如果某人對別人的物品有興

趣，那麼除非那個人願意免費贈送，否則通常需要用別種物品

來跟那個人的物品做交換。例如有一天，農夫想要跟漁夫要一

尾魚，這時候農夫可能就需要用自己擁有的米來交換。

但是這樣的交易，有許多不便之處，以下列舉三個不便之

處做一說明。首先，第一個不便之處是漁夫現在想要米嗎？漁

夫或許家裡的米已經太多了，或者漁夫喜歡吃麵、不喜歡吃

飯，因此現在不想要米，而想要麵粉。那麼這個時候，農夫為

了得到魚，可能就需要改找別的漁夫，或者想辦法去弄到麵

粉，來滿足這個漁夫的需求。

第二個不便之處是農夫需要給漁夫多少米？假如農夫很幸

運，漁夫現在想要米。但是問題又來了，農夫需要給漁夫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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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呢？在以物易物的商品交易模式裡，每次交易都要去計算多

少魚要用多少米來換、多少青菜要用多少雞蛋來換…，小小的

腦袋瓜除了時時要記憶並計算這些交換公式之外，而且還要三

不五時地進行某些交換公式的更新。這樣的商品交易模式，對

於記憶能力與計算能力都強的人來說，雖然或許麻煩一些，但

是可能還可以接受；但是對於記憶能力不強或者計算能力不強

的人來說，就有可能是一件苦差事啦！ 

第三個不便之處是交易成本過高。假設花了好多功夫，農

夫跟漁夫終於好不容易達成了交易，現在問題又來了，兩人必

須要互相交貨。對於漁夫而言，交貨可能還算簡單，反正不就

是一尾魚嘛，又不是大鯨魚，漁夫頂多只需要拿著這尾魚，走

一些路，親自送到農夫家罷了！但是對於農夫而言呢？交貨可

能就麻煩一些了，因為農夫需要花點時間，先計算好足量的

米，然後再裝袋。此外，如果米的重量太重，而且農夫的體力

又不是很好，這時候農夫搞不好還要動用到牛車，才能將米送

到漁夫家呢！ 

由於以物易物的商品交易方式，有上述這麼多的不便之

處，而這些不便之處，有時候又可能會導致交易談不成，因而

使得上例中的農夫無法得到魚。因此，人類社會就創造出

「錢」這種抽象商品。藉由利用「錢」這種抽象商品，先來衡

量漁夫那尾魚的價值，也就是那尾魚值多少錢？接著，農夫可

以用和魚等價值的錢，來交換漁夫的那尾魚，而漁夫利用魚所

交換到的錢，也可以用來進行其他的商品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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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略介紹完「錢」這種抽象商品之後，現在我們來談談跟

錢關係匪淺的另外一個人造商品－「貨幣」。剛剛說到

「錢」，是人類創造出來的一種抽象商品，而為了將「錢」這

種抽象商品，具體的使用於人類社會上，人類發明了「貨幣」

這種商品。「貨幣」，顧名思義是買賣貨物時，所使用的錢

幣，換句話說，「貨幣」也就是所謂的商品交易媒介。至於

「貨幣」的發行人可以是國家也可以是民間機構，而國家發行

的「貨幣」，也就是通稱的「法定貨幣」。 

通常某國政府制定的「法定貨幣」，可以使用於該國境內

的商品交易，但是若要使用於其他國家境內的商品交易，則需

要取得其他國家人民的信任 (例如美金是美國政府制定的「法

定貨幣」，可以使用於美國境內的商品交易，然而由於其他國

家人民也對美金很信任，所以通常也可以使用於其他國家境內

的商品交易。)。 

關於「貨幣」與「錢」的關係，感覺起來好像是一樣的，

但是實際上是不同的。「錢」在人類的心目中是有價值的，而

「貨幣」的價值則是建立在人類的信任基礎上，當「貨幣」取

得人類的信任，那麼這時候「貨幣」就是有價值的，也就是說

「貨幣」就是「錢」。但是當「貨幣」失去人類的信任，那麼

這時候「貨幣」就失去價值，也就是說「貨幣」就不算是

「錢」了。 

此外，「錢」的價值在人類的心目中是固定的，它的商品

交易能力，並不會因為時間的流逝而變值。但是「貨幣」則

否，「貨幣」會隨著時間流逝而變值，而且通常「貨幣」的價



4 

 

值是隨著時間流逝而變小 (也就是貨幣貶值)，甚至有時候會因

為某些政治或者經濟因素，貶到一文不值，而到最後被掃到歷

史灰燼裡面 (例如台灣以前發行的「貨幣」－舊台幣，後來因

為政治不安、經濟動盪，短期間迅速貶值，到最後被新台幣取

代，而被掃到歷史灰燼裡面。)。 

簡單介紹了「錢」和「貨幣」之後，接下來我們要簡單聊

一下跟「理財」很有關係的時下熱門經濟議題－「通貨膨

脹」、「通貨緊縮」、「量化寬鬆  (QE)」、「負利率時

代」。 

(1)「通貨膨脹」：所謂的「通貨」，簡單的說就是流通的貨

幣。而所謂的「通貨膨脹」，簡單的說就是流通的貨幣數

量增加，使得實際流通的貨幣數量大於所需的流通貨幣數

量。而通常所謂的流通貨幣，指的是流通於某個國家或者

某個經濟體內的該國或者該經濟體所制定的法定貨幣。而

流通於某國或者某個經濟體內的貨幣數量之所以增加，通

常係因為該國或者該經濟體將法定貨幣發行數量提高所

致。 

一個國家或者一個經濟體之所以將法定貨幣發行數量提

高，有很多原因，囿於本書篇幅，筆者在此不予以敘述。

而這些被發行的法定貨幣，如果數量過多且被投入到商品

消費市場中，那麼將導致商品需求量增加，而假如商品生

產量沒有隨著增加，那麼在需求大於供給的條件下，商品

價格通常會因此而提高，導致此法定貨幣實質購買力因而

下降。相反地，這些被發行的法定貨幣，如果數量過多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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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投入到商品生產市場中，那麼將導致商品生產量增加，

而假如商品需求量沒有隨著增加，那麼在需求小於供給的

條件下，商品價格通常會因此而降低，導致此法定貨幣實

質購買力因而上升。 

由於，過往的經濟歷史，這些發行數量甚多的法定貨幣，

通常會被投入到商品消費市場中，因而導致商品價格提

高，所以俗謂的「通貨膨脹」，被人們認定成是代表物價

隨著時間流逝而上漲的現象。 

如上所述，在所謂「通貨膨脹」的年代，很多東西的物價

通常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越來越高 (也就是說貨幣的實質購

買力會隨著時間流逝，越來越小)。例如：想要吃個蛋食，

今年的 20 元可能可以買一個蛋餅，有蛋有餅真滿足。過了

五年，同樣的 20 元，想要吃個蛋食，有可能只能夠買一顆

茶葉蛋，雖然餅換成了茶葉味，但還是有點小確幸。而再

過了五年，同樣的 20 元，如果還是想要吃個蛋食，那麼現

在有可能只能夠買一顆生雞蛋，要吃餅或者要有茶葉味，

可能就得自己先帶著生雞蛋回家，然後再想辦法！ 

所以在「通貨膨脹」的時代，今天的百元大鈔，如果擺在

家裡一動也不動，那麼可能沒幾年，就會變成未來的十元

銅板！因此，在「通貨膨脹」的年代，人們傾向現在馬上

購物，取得較便宜的商品售價，以免過一陣子再買，就必

須支付更多的「貨幣」。而由於人們對商品的需求量大

增，企業為了應付此需求，傾向雇用更多的員工以及添購

更多的生產設備，以生產更多的商品，來滿足人們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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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此時，有的企業若資金不夠，則會利用借貸更多的

錢，來達成增加商品生產量的目的。而由於企業擴增員工

的雇用數量，因此許多人都會有工作機會，也就有了穩定

的工資收入，而由於口袋裡經常麥克麥克，當然就更敢大

膽的消費，因此導致商品需求量又因而增加，而許多企業

則又為了滿足商品需求量的增加，更是借貸再借貸、產能

擴充再擴充，而又使得失業人口再度降低…，如此循環不

已，導致經濟更是往上成長。 

因此，在「通貨膨脹」的年代，如何善用理財術，想辦法

取得較高的投資報酬率，以便將手裡的貨幣變大、變大、

再變大，以打敗「通貨膨脹」威力，因而使自己的購買力

不會因而下降，是很多一般人心中的夢想，也是專業投資

者努力追求的目標。 

(2)「通貨緊縮」：所謂的「通貨緊縮」，簡單的說就是流通的

貨幣數量減少，使得實際流通的貨幣數量小於所需的流通

貨幣數量。而流通於某國或者某個經濟體內的貨幣數量之

所以減少，通常係因為該國或者該經濟體所發行的法定貨

幣數量，不足以供應市場所需。 

一個國家或者一個經濟體所發行的法定貨幣數量，不足以

供應市場所需，有很多原因，囿於本書篇幅，筆者在此不

予以敘述。在「通貨緊縮」的年代，人們傾向於將「貨

幣」儲存起來，而不去理財或消費。雖然「貨幣」如果沒

有去投資在生產市場，好像就不會讓商品生產量因而增

加，也就好像不會對物價造成影響。然而當「貨幣」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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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到商品消費市場中，通常將導致商品需求量減少，而

假如商品生產量這個時候沒有隨著減少，那麼在需求小於

供給的條件下，商品價格通常會因此而降低，導致法定貨

幣實質購買力因而提高。 

由於，過往的經濟歷史，「通貨緊縮」，通常會導致商品

價格降低，所以俗謂的「通貨緊縮」，被人們認定成是代

表物價隨著時間流逝而降低的現象。 

如上所述，在所謂「通貨緊縮」的年代，不少東西的物價

通常很難隨著時間的流逝，越來越高。相反地，有些東西

的物價會隨著時間的流逝，維持不變甚至越來越低 (也就是

說貨幣的實質購買力會隨著時間流逝，越來越大)。例如：

「通貨緊縮」的年代裡，油價一直往下跌，前年年初，需

花 1000 元才可以餵食自己的愛車 30 公升的汽油。哪知道

去年年初，同樣的 30 公升飼料 (汽油) 只要花 900 元就可

以買到，而到了今年年初，同樣的 30 公升飼料 (汽油)，竟

然不用 700 元，就可以高興地帶回家。 

所以在「通貨緊縮」的時代，今天的百元大鈔，如果擺在

家裡一動也不動，那麼可能明年，就會變成 110 元的價

值！因此，在「通貨緊縮」的年代，由於經濟前景不樂

觀，因此人們傾向於保守消費，而將「貨幣」儲存起來，

導致商品需求量減少。 

而企業為了應付商品需求量的降低，不只需要降價售出商

品，以便消化產能以及庫存，甚至有時候需要裁減員工以

及停止生產設備的添購，以降低人工成本以及生財設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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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而由於許多企業裁減員工，又使得許多人失業，更

沒錢消費，商品需求量更是因而再下降…，如此循環不

已，導致經濟更是雪上加霜。 

由於在人類的歷史洪流中，經濟通常大都處於「通貨膨

脹」的狀態，而很少處於「通貨緊縮」的狀態。因此很多

經濟學家以及國家貨幣主管機關，通常比較擅長於處理

「通貨膨脹」的問題，而對於「通貨緊縮」的問題，則顯

得有點不知所措。「通貨緊縮」的狀態，曾在 1990 年代的

日本發生過，當時的日本由於房市與股市所產生的大泡沫

破滅，因而開始了長達二十幾年的「通貨緊縮」狀態，在

這二十幾年中，日本政府祭出了許多政策，但是一直到現

在還沒有真正解決「通貨緊縮」所產生的經濟衰退之問

題。由此可知，「通貨緊縮」問題是多麼的棘手難解。 

因此，在「通貨緊縮」的年代，理財務必要小心、小心、

更小心。也就是說，在「通貨緊縮」的年代，如何謹慎且

善用理財術，想辦法在安全理財的基礎上，讓自己能夠額

外取得一些投資報酬率，以便將手裡的貨幣適度的變大，

以安然度過「通貨緊縮」的經濟衰退時期，也是很多一般

人心中的夢想，更是專業理財者努力追求的目標。 

(3)「量化寬鬆 (Quantitative easing，簡稱 QE)」：所謂的「量

化寬鬆 (QE)」，通常係指國家貨幣主管機關 (通常就是所

謂的各國中央銀行)，利用憑空創造出來的錢，在公開市場

上購買資產、債劵，或借錢給銀行，以促使大量貨幣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