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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的实质和物价水平的测算

邱 泰 如

一、 通货膨胀与过多通货量的关系

对千通货膨胀问题， 近年来学术界 论著颇丰， 但对各类型通货膨胀与过多通货量的内在

联系， 却有待进一步探讨。

通货膨胀是流通中的货币增长额超过商品流通的货币必要量所引起的货币贬值和物价的

全面持续上升。 早期货币数量论者费雪认为， 货币供应是价格水平的唯 一决定因素。 此说失

之偏颇。 譬如， 商品和劳务质量的提高， 以及商品本身价值增加， 固然也会引起物价水平上

涨， 但这并非通货膨胀的现象。 另外， 弗里德曼曾断言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 货币学派

观点的根据是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价格弹性为1)、 新正统学派的劳动力市场理论和供应

学派理论， 而未能洞悉通货膨胀的探层原因。

我认为， 引起货币过措发行和通货膨胀的深层胀因是复杂的。 这些深层原因， 或者会酿

成全局性的过多通货最， 或者会引起局部的过多通货量。 并且， 不是象货币学派所说的那

样， 一概先由货币发放掀过多而后引起物价上涨（以下简称超前于物价上涨的过多货币发放

额）。 事实上也可先由成本提高、 经济结构失衡、 体制不完善以及决策失误等原因， 而后迫

使银行追加过多的货币发放额（以下简称滞后于物价上涨的过多货币增发额）。 下面具体分

析一下各类型通货膨胀与过多通货掀的关系：

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是指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所产生的 “通货膨胀缺口 ” 、 “商品缺

口 ” 。 社会总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求， 它等千社会流通中的货币量与货币流通速度

的乘积。 在流通中的货币过多， 自然会引起总需求的膨胀。

再分析一下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由千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引起后续加工产品价格上升，

并导致生产总量减少（这点常为学术界所忽略）， 从而引起物价水平上升。 这是成本推动型通

货膨胀的基本特征。 其中， 西方经济学家认为， 在实际工资随着货币工资增加而增多， 以及

劳动生产率千短期内又无法提高 的情况下， 企业会缩减雇佣人员和产量 ，产出减少的结果是

消费下降。 由千边际消费倾向小于1' 所以消费下降的幅度小千生产下降的幅度。 于 是出现

过抵的需求， 致使价格上升。 根据成本各构成部分在刺激物价上昂过程中的作用， 成本推动

论模型可分为两类： 一是着重利润率附加作用的， 一般称为利润率附加模型；二是偏重工资

的， 一般名之曰工资领导模型。

在较全面地把握上述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内涵的基础上， 还要弄清这种通货膨胀与过

多通货歉的关系。 第一， 货币流通逾额，引起总需求膨胀，它拉上 “上游” 产品价格， 进而推

动 “中下游 ” 产品成本上升。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出现后， 产生生产资料涨价的预期效应，往

往又会诱发抢购和围积物资的动机， 促使企业向银行告贷。 第二， 生产成本猛增， 企业的现

有资产存量使简单再生产规模难以为继， 或使利润率下降， 遂引起减产或停产， 减少有效供

给。 这样， 即便货币发行限不变， 也会引起仇不应求。 如果叹维持简单再牛产而无其他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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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企业就会向银行称贷。 第三， 由千存在通货膨胀预期和工资桀比效应， 容易引起工资
一成本一价格之间的轮番推进， 增加企业成本费用， 并要求银行发放贷款。 在企业和各级政
府自下而上要求增加贷款的压力面前， 由于专业银行经营机制尚未健全以及中央银行缺乏独

立的货币发行权， 就屡屡被迫迁就地松动银根， 或识认为货币队不足而追加贷款和增 发货
币， 从而形成滞后千物价上涨的货币增发额。

最后讲一
一

卜谣求移动型通货膨胀（它比结村型通货膨胀的桢念显得较为生疏）。 这是指
在社会总需求既定时， 由千资源不能随盂求结构的变化而流动， 引起价格水平上扬。 具体地

说， 随着需求快速地在部门之间和地区之间转移， 需求增加的邯门和地区， 由千资扼短缺和

工资刚性， 其物价和工资会上升。 与此同时， 孟求减少时部门和地区， 在存在垄断价格和工

资刚性的悄况下， 其物价和工资却未下降， 或其降低的部分不能批销那些需求增加的部门和

地区的物价和工资上升的部分， 故而引致物价总水平上升。 这儿年我国出现需求移动型或结

构型通货膨胀， 其原因是经济结构失衡， 而资源流动又受阻滞， 生产力结构词整难以奏效，

适应不了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

需求移动型或结构型通货膨胀与过多通货星息息相关。 首先， 盂求增加的部门和地区的
物价上升和工资增加的总额， 大于衍求减少的部门和地区们物价F跌和工资减少的总额。 因

此， 从全社会来石， 会引起物价总额和工资总额的增加。1口此估况下， 倘银行被迫追加贷款

和增发货币， 就会出现滞后于物价上涨的过多货币增发额。 其次， 随着 “货币幻觉” 的破灭
和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对应千滞销商品的那一部分货币，不但会用于购买紧悄商品， 而且也会
移向 一些供求原属基本持平的曲品（这在商品抢购风潮中并非斛见）， 以求货币保值或部分保

值。 山于一部分长线产品最终无人问汴， 即令社会总供求在总坠上平衡， 也会使用来购买短

线或基本平衡的商品货币显得过多， 致使这些商品容易涨价。 再次， 在长线产品严重积压而

产业结构调整又未遂愿的怕况下， 如果以基期为基数， 按经济增长率和计划物价上涨率（而

非可承受的物价上涨率）作为计算货币供应屈增长率的依据， 在增加的货币供应址中就含布
滞销长线产品价格这一 因东。 这样， 在构成上， 对应于非长线向品的货币会显得过多（尽管

假设社会总供求在总星上是平衡的）。

在探究通货膨胀与过多通货址的关系时， 还应正确石待货币供骂吕影响通货膨胀和物价
水平的时限问题。因外学者用大样本或时间序列方法对统计资籵的实证分析銡杲表明，从长期

趋势看，货币供应扯增长最终要反映在物价总水平上。 但在短期内，la为存在货币政弟效应的

时滞，以及货币变动的传送和过程的不同，且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货币供应械与迪货膨胀、物价
水平的相关程度会降低。 而不象古典学派所说的那样， 货币供应址的变动会直接迅速地反映

在物价上。 譬如， 通过对50 年代中期到 80年代中期经济与发股组织 (OECD) 主要国家的货
币供应量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回归分析表明， 就长期趋势面言， 货币供应丛与物价水半普遍地

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 可是， 在这一时期的个别阶段， 有的国家货币供应址与物价水平的相

关关系并不显而易见。

二、 物价水平的测算

科学地测算物价水平， 既是反映通货膨胀所需， 也是宏观经济货埋指标体系中 一个不可
缺少的指标。 物价总水平变动幅度可先分项测算， 然后加总。 影响物价总水平的因素有计划
调价、自发变价和上年翘比， 它们可分别被测算。 计货国家计划）)，＼］价心变动， 可采用权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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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金额法、投入产出法和系数法。其中，权数法系指一项主要商品调价引起的许多相关商

品价格的变动，金额法是计算商品调价总额对物价总水平的影响。自发变价的变动可通过抽
样调查、重点调查和典型调查来测算。至于上年的翘尾值，则等千上年12月份物价指数变动

幅度与上年平均新变价幅度的比率，它会促使本年物价总水平上升。此外，测算一般物价水

平的还有多种方法。其中，有社会零售物价指数、消费物价（或生活费用价格）指数、批发
物价指数，有拉斯佩和 (Laspeyhes) 指数和帕史和 (Paasbhe) 指数、国民生产总值（国

民收入或社会总产值）平减指数和所有资产价格指数等。
社会零售物价指数是消费者购买的消费品、劳务和农业生产资料实际平均价 格（含牌

价、议价和市场调节价）水平。我国以往所选用的代表性商品有331种生活消费品、20种劳务
项目和52种农业生产资料。该指数虽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一般物价（特别是用现金交易凶商
品价格）水平，但尚欠全面。譬如，它未能较全面地反映生产资料和必保的非商品性费用等

价格，况且所选择的代表性商品构成也不尽科学。

比起社会零售物价指数，消费物价指数能较迅速地反映直按关系家庭消费的物价趋势。

消费物价指数是目前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一个指标，它是根据具有代表性的家庭的消费开支
所编列的物价指数。许多国家根据不同阶层的消费支出状况，编制出不同的消费物价指数，

～
－ 其缺陷在于所祸盖的商品价格范围较窄。目前我国的生活费用价格指数不包括社会集团消

费、生产资料以及进出口商品和劳务等价格。
消费物价指数一般地说是零售物价指数。批发物价指数则不同，它是根据制成品和原料

的批发价格编制的指数，它在我国是指批发企业向零售商业供应的商品以及商业部门供应生

产建设单位的生产资料所采用的价格指数。批发物价指数能较灵敏地反映商业循环过程中的
物价变动。不过，它未包含劳务价格，也无法反映优待价格、批零合一价格、调拨价格和供

应价格的变动。
比起上述的零售物价括数、消费物价指数和批发物价指数，拉斯佩和指数更能反映商品

价格总水平的变动。拉斯佩和指数公式为：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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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反映商品价格总水平而言，拉斯佩和指数所统计的商品对象较为全面。 并且，它主要采用
基数数据，俟报告期 一结束即可进行统计。

然而，这种指数疏忽了两个时期商品供求变动这一 因素。 具体而言，有一部分商品在基
期和报告期都上市，但每种商品供求的价格弹性不一，在价格升降时，只要商品 供求有弹
性，则该种商品在基期和报告期的供求量就不会固定不变。 冉者，从抽期到报告期，产品会
出现新陈代谢。 有一部分产品在基期虽为市场所需，但在报告期却已成为过时的 “ 明H黄
花” ；反之，有一部分产品在基期未问世，而在报告期已应市。 可是，拉斯佩和指数把基期

n 
t-1 

供应屈( � X. ）当作报告期商品供应量，这就容易与实际悄况相去甚远。 与之不同，
i = 1 

1 

帕史和指数的公式是＄

� P! • X ! 
i = 1 

i p曰x�
i = 1 

帕史和指数用报告期商品供应撒米计算同期一般物价水半，这丿也合理的。 但它用报告期

商品供应晕当作基期商品供应掀，这同样忽略了在两个时期商品供求结构的变更，疏虞了两
个时期都上市的商品缘于价格起落所引起的供求益的变化。 不仅如此，这两个指数公式也无
法全面地统计劳务和其他资产的价格。 这两个指数公式既有可取之处，又有缺陷，我们可在
对它们进行修改后加以利用。

第一，只要商品具有供求的价格弹性，价格升跌就会引起商品供求扯的变化。 倘若拉斯
佩和指数对价格变得相对昂贵（指报告期价格比基期价格昂贵）的商品给的权数过大，帕史

和指数对价格变得相对昂贵的商品给的权数就往往过小J如果拉斯佩和指数对价格变得相对

便宜（指报告期价格比基期价格便宜）的商品给的权数偏小，则帕史和指数对价格变得相对
便宜的商品给的权数又常常偏大。 基于此，可用几何平均法求出这两个指数的平均值，使之
趋近于一般价格水平变动的情况。

第二，严格地说，这两个指数公式只能较准确地反映在基期和报告期在市场上都有供求
蜇的那些种类商品的价格水平（以趴表示）的变动。 为了较为客观地反映 一般价格水 平 ，
还应考虑两项价格： 一是在基期上市而在报告期已被淘汰的那些商品 价 格 水 平（以归表
示），二是在基期未供给而在报告期已应市的新产品价格水平（以Pc表示）。 这样，

报告期一般价格水平 ＝PA�Pc
基期一般价格水平 PA＋氏 °

第三，为了弥补拉斯佩和指数和帕史和指数未蕴含劳务价格的不足，可采用国民生产总

值物价平减指数， 因为这是按当年价格计绊的国民生产总额对按固定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
额的比率。 考虑到国民生产总值平减指数把中间产品价格排除在外，可用国民生产总值平减

指数和社会总产值平减指数的平均值来表示。
还应看到，上述的各种指数均有以下缺憾＄
首先，它们无法包裹实质资产存屋和其他重要资产（如金融资产）价格指数。 可是，在

通货的快胀期，各种资产价格上升的现象时有发生，一般人也将实原负广和金融资产仆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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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对象。 鉴此， 从理论上说， 应测算所有资产－�金融和非金融资产、 有形和无形资产、 耐

用和非耐用资产、 生产性和非生产性资产等在内的价格指数（当然这要有较为完备的资料以

及统计制度和手段）。 其公式拟为：

P. X
2 t

报告期物价水平 i = 1 
基期物价水平 n 

2 P Xt - 1 t - 1
i = 1 

在公式中， Xt和Xt-1分别是报告期和基期的资产向量， Pt和Pt-1分别是报告期和 基 期

各资产的价格向盘。

其次， 各指数尚难准确地反映通货膨胀率。 一方面， 前已述及， 有些物价水平上升并非

由千通货膨胀所使然， 因而在各种物价指数中应扣除非通货膨胀因素。 另 一方面，广义的隐

蔽性通货膨胀会表现为商品短缺、 强制的（即非意愿的）货币购买力结余， 以及 在实行物

价管制下物价在表面上暂为平稳（但时常伴有黑市价格居高不下）。 要全面地反 映 通 货 膨

胀， 不但要看公开性通货膨胀（物价全面持续地上升）， 而且要匡计隐蔽性通货膨胀。 可用

多种方法测算隐蔽性通货膨胀。 其中鉴千目前我国用于测算商品短缺程度的统计手段尚未完

善， 可暂用货币结余购买力（这里包括银行和信用社的储蓄存款以及居民手持现金）， 减去

其中意愿储存额之差来表示。 其意愿储存额等于结余购买力与意愿储存系数（意愿储蓄存款

系数和意愿持币系数或马歇尔系数）的乘积。 意愿储存系数是意愿储存额占结余购买力的比

率（这可通过抽样、 典型和重点调查后得出）。

·书讯．

《中国古代会计审计史〉〉 一 书正式出版

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系赵友良教授所著《中国

古代会计审计史〉〉 一书最近巳由立信会计图书用品

社正式出版。 全书共分六编十五章。

第一编为导论；第二编论述会计的产生与会计

要素的形成时期一一从奴隶制时代到春秋战国；第

三编论述会计审计初步发展时期一一从秦汉到魏晋

南北朝，第四编论述会计审计逐步完善时期一一从

隋唐到五代十国；第五编论还会计审计进一步发展

时期一一北从宋到清末；第六编论述中阳古代会计

审计思想。 全书特色是以史带论， 学术观点鲜明 9

本书首先从理论上论述了研究会计审计史的方

法， 然后据以分析和探索历代会计审计 的具体实

践， 并与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背黑密切联系，

从而考察和判断会计审计在产生与发展过程中的特

点。 书中还评还了历史上著名学者和理财家对会计

审计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言论。

这是一 部较为全面地概述我国古代会计审计发

展史的专茗。 诸名会计学家娄尔行教授特为本书作

了序。
（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