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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 带 通 货 膨 胀
促进国民经济持续

、

快速
、

健康发展

—价格问题与经济发展研讨会观卢
、

综述

钟亚平

李鹏总理在第八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提 出
, “

坚决控制物价上涨幅度
。

这是

今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

也是处理好改革
、

发展
、

稳定三者关系的关键
。 ”

如何贯彻落 实这一

任务
,

北京市经济学总会和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于 年 月 日 在北京大学联 合 召 开了
“ 价格问题与经济发展

”

研讨会
。

与会人士分析了 第一季度全国的物价形势
,

探讨了 我国通货膨

胀发生的原因 以 及通货膨胀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等问题
。

一
、

今年一季度我国物价形势及全年的走向

与会人士认为
,

不论是从北京市还是从全 国来看
,

由 于 国 家采取 了 适度从 紧 的财政政策
,

经济增长速度稳中有降
,

经济过热现象有所缓解
,

物价上涨幅度有所抑制
。

以北京市 为例
,

一季

度社会零售物价指数 居 民消费品价格指数
。

由于农副产品价格变动仍然是影响价

格总水平的主要因素
,

所以食品类价格偏高
。

北京市物价市场运行的特点是 ①食品蔬菜价格

基本稳定 ②工业生产资料价格稳定
,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③社会零售物价指数与居 民 消

费物价指数相 比
,

涨幅较低
。

从全年来看
,

物价形势取决于农业
,

关键要看粮生产形势
。

与会人士认为
,

一季度物价涨势

趋缓的主要原因在于 ①国家对物价实行了 补贴 ②新的价格改革措施没有出 台
。

分析表明
,

物

价回 落的基础不稳 固
,

农业生资料价格涨幅大
,

全球厄尔多尼现象导致农业灾害频仍
,

因此要

达到全年物价涨幅控制在 左右的 目标还需作出很大的努力
。

二
、

我国通货膨胀的成因

我国物价上涨连续三年达到两位数
,

这是建国 以 来所没有过的
。

对于我 国 通货膨胀的成

因
,

与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 了分析并提出 了相应的对策
。

物价大 幅度上涨是 国 民 经济比例 不 协调 所致

有的学者分析
,

建国 以 来我国 出 现过 四个严重通货膨胀的年份
。

按物价上涨幅度计算

年为 为 年为 年为 一 年为
。

这四个年份
,

经

济情况不同
,

物价上涨的原因也不尽相同
。

但综 合分析
,

农业工业增长 比例不协调和货币流

通量与商品 流通需要量 比例不协调则是共同原 因
。

该人士认为
,

物价上涨幅度在 以 下
,

应

视为基础稳定
。

如工业增长过快
,

农业增长缓慢
,

二者增长 比例不协调
,

必然导致物价大幅

度上涨
。

任何一种商品生产过多或过少
,

不仅会影响人 民生活
,

还会影响社会再生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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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 以来
,

我 国货 币发行量与商品 流通需要量的平均 比例 为
,

如果这个比例失调
,

货币

流通量超过商品流通需要量
,

也必然导致物价大幅度上涨
。

过分强 调经济增长 目 标
,

必然 导致通 货膨胀

持这种见解的学者也有两种分析思路
。

第一种思路认为通货膨胀的实质是货币政策问题
。

我 国 年的货币增长率 比 年增长 倍
,

而经济增长 年 比 年增长 倍
。

货

币超经济发行
,

刺激需求增长
,

引发投资膨胀
,

消费膨胀
,

是通货膨胀的根源
。

换句话说
,

用

多发货币 的办法维持经济增长必然导致通货膨胀
。

第二种思路从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来分析
,

指 出 速度型发展模式必然导致粗放经营
。

到处铺摊子
、

要速度 产业结构不合理
,

挤压农业
,

农产品价格上涨 企业用涨价的办法解决亏损
,

轮番涨价
,

扩大资金缺 口 理论界一些误导
,

如 管住货 币
、

放开物价
,

价格改革措施集中 出 台等倒逼国家增发货币
,

导致通货膨胀
。

通 货膨胀的深层次原 因 在于体制

商业部 门 的人士分析我国的流通体制
,

认为物价间题是供求问题
。

发达国家产供销一条

龙
,

流通环节少
,

商品价格的制定有较客观的制约机制
。

日本商店对顾客的消费需求调查得

非常精确
,

以销定产
,

大体符合需求
,

价格波动不大
。

而我国没有大规模的流通组织机构
,

生

产
、

流通
、

销售几个环节分割
。

流通渠道和流通环节层层加价 流通秩序混乱 假 冒 伪劣
、

牟

取暴利
、

欺诈行为等推动物价上涨
。

国有商业企业包袱重
,

在平抑物价方面难以发挥主渠道
、

蓄水池的作用
。

零售业规模小
、

网点分散
、

吞吐力差
,

宏观调控对其管不住
、

调不了
。

有的学者分析
,

目前的财政包干体制
,

使地方政府管理经济方面的权力过大
,

片面求快

的指导思想通行无阻
,

只考虑局部的
、

地方的
、

团体的利益
。

因此
,

农业投入效益低就谁也

不愿投入 现代化的连锁店难以跨越行政区经营 重复建设产成品积压 只要能保住厂长
、

经

理的位置
,

企业亏损也照发工资和奖金 腐败
、

铺张奢糜的风气对物价上扬起到了推波助澜

的作用
。

也有人认为
,

国定资产投资膨胀
、

消费基金膨胀
、

通货膨胀
,

归根结底是指导思想膨胀
。

举借外债
、

引进外资
、

汇率并轨都对价格总水平的上升发生了 影响
。

这些虽然是改革难以避

免的代价
,

但不能忽略这一轮通货膨胀是在我国经济逐步与国 际经济接轨的过程中发生的
。

我

国的外贸依存度 已达 左右
,

国际金融风险 —美元
、

日元和德国马克的鼎立
,

直接危及

到人 民 币 币值的稳定
。

三
、

通货膨胀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有的学者从西方国家货 币政策的转变探讨通货膨胀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

指出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
,

西方各国普遍采取以 充分就业为主的货 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发展
。

但是伴随着通货膨

胀的经济增长却停停走走
,

难以持续
。

以 美国 为例
,

年代是经济高速增长与低通货膨胀相

联系
,

而 年代到 年则是经济低速增长伴随着高通货膨胀
。

前西德采取的是不充分就

业以 稳定币值为主的货币政策 目标
,

在西方国家中经济增长率高
,

通货膨胀率低
。

日本不存

在失业问题
,

币值稳定
,

年代中期至 年代末经济增长在 左右
,

物价并不高
。

因 此

年代末美国
、

法国相继提出 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 目标
。

这是因 为
,

在西方国家造成失业

的三种情况 中
,

除经济衰退的情况外
,

对于技术进步和 出 口 减少两种情况
,

货币政策均无能

为力
,

所以西方各国不再把充分就业当成货 币政策的 目标
。

据美国经济学家调查 个发达

国家中
,

个国家的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
,

其余 个国家不相关
。

个发展中

国家中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的有 个国家
,

呈正相关关系的 只有 个 国家
,

其

余的均不相关
。

通货膨胀能否促进经济发展要看条件
,

韩国利 用通货膨胀来积 累资金
,

把资

金用于投资方面扩大再大生产
,

从而得到效益补偿
,

这是正相关的一个例证
。

还有的学者认为
,

判定是否高通货膨胀
,

要从某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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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地分配蛋糕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

如果蛋糕分配得不合理
,

不仅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

题
,

而且会阻碍经济增长本身
。

所以
,

发展中国家不仅要注重经济增长
,

更应该注意收入分

配间题
。

当然
,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的通过加强经济平等和社会公正来改造资本主义

的计划仍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
,

因为它们的分析同样只是局限于一些表面现象上
,

而没

有认识到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才是造成 目前资本主义社会各种 问题和病症的根源之所

在
。

所以
,

从总体上看
,

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不科学的
。

注释

① 《贫富悬殊如何对经济造成损失 》
,

美国 《商业周刊 》 年 月 日
。

②贝内特 《共产主义虽已崩溃
,

但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很活跃 》
,

美国 《华尔街 日报 》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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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分析我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时
,

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
,

我们的高速度很大程

度是靠资金堆起来的
。

高速度
、

高积压
,

产成品积压占 用 资金达 亿元 外资企业的流动

资金 靠贷款
。

这样的超高速增长必然导致高通货膨胀
。

有学者认为
,

今明两年物价上涨

幅度都不可能低于
。

四
、

抑制通货膨胀的措施

与会人士的对策建议归纳起来有七个方面
。

实 行 以德定 币值 为 主 的 货 币政策
。

货币 总闸 门控制不住
,

通货膨胀就无法控制
。

处理好抑制 通货膨胀 与 经济发展的 关 来
。

目前是经济高速低效运行
,

给国 民经济造成

极大浪费
,

工资上涨超过劳动生产率
。

要改革这种状态
,

要在提高效益
、

稳定物价的基础上

发展经济
。

有学者认为
,

经济增长速度控制在 一 为宜
。

建立农业 的 支撑体 来 和保障体 来
,

扭转农业投入逐年下 降 的 问 题
。

粮食价格主要是农

业的供求关系
,

粮食供求出现 了 北粮南调的局面
,

全年稻米缺 口 达 亿斤
,

而国际市场大

米也不过 亿斤
。

我国是农业大国
,

不能靠进 口 粮食解决 亿人 口 的吃饭问题
,

要调整农

业内部结构
。

有的学者还提出
,

鉴于我国对粮食需求量大
,

我国 国 内粮食价格不一定要与国

际粮食价格一致
,

是否可以建立高于国际粮食价格的粮食价格体系
。

深化流通体制 的 改革
,

整 顿流通扶序
,

坚决打击假 胃 伪 劣
、

哄抬物价
、

欺行霸 市 子 不

法行为
,

加强物价管 理
,

逐 步建立规范化的 统一 的社会主义 市 场体 来
。

深化 国 有企业 的 改革
,

进一 步提 高 国 有企业 的 效率
,

重视发挥 国 有企业 的 主 渠道作用
。

重视财政在宏观调控体 水中 的地位和 作 用
,

确保 中 央时政 的收入
,

增强 中 央对政的调

校能 力
。

反腐倡康
,

优化经济发展的 社会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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