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行理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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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币驱逐良币是什么意思

在完全的市场机制下,劣币不可能驱逐良币,因此,格雷欣定律的正确表述是:若交换价
格相同,则劣币驱逐良币。而良币和劣币交换价格能相同,源自政府的强制性规定,后
者催生了套利空间,为劣币驱逐良币创造了条件。
经济学里鼎鼎大名的格雷欣定律(Gresham’s Law),最常见也为大多数人所认可的
含义,就是劣币驱逐良币。也即当两种货币(一为良币一为劣币)一起流通时,理性的人
们总是倾向于用劣币来支付,而将良币储存起来或用作他途,导致良币趋于从流通中
消失,于是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
这一定律,据说最早由英国爵士托马斯?格雷欣(Sir Thomas Gresham,1519-1579)
提出,因而得名。但实际上,早在格雷欣爵士出生2000年前,所谓的格雷欣定律即有了
其早期的表述。例如古希腊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在其著作《蛙》中就写道:“人们不
再使用含量十足的铸币……低贱的黄铜铸币却到处泛滥。” 

劣币驱逐良币是什么效应

去年时间，红衣教主提出了“死海效应”，当时引起业内广为关注!
但是其实在经济学上，早已经有了死海效应这个名词，不过他叫“劣币效应”。
也就是讲，在正常的自然市场条件下，劣币回会驱逐良币。 当我们去用同样的一个
银币去市场卖菜，但是因为银币质量差距，纯银的银币与50%的银币都可以买到同
样数量的菜，逐渐纯银的银币就会被收藏或者回炉重造打造更多劣质银币，最后劣
质银币便会逐渐占领市场，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 当我们在火车站买票，但是
有人插队，有人排队，插队的人总是可以很快的买到车票，但是排队的人始终在排
队，最后的结果便是，经过一段时间，没有人再去排队!
在企业内部最简单的是这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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