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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总水平上涨的根源及对

企业价格行为的规范

价格总水平是以物价指数来体现的。 社会单个商品物价变动的综合加权平均数， 便是物

价总指数的变动数。 在社会总产品增量与市场货币流通量平衡的条件下， 尽管商品供给结构

和需求结构不相适应， 以致出现有的商品供不应求， 有的商品供过于求， 各个商品价格有升

有降，但由千市场商品总体上是供求平衡的，因此，价格总水平可以保持稳定。 然而，市场货币

流通量超过市场对货币的需求量， 也即集团和居民所持货币总最超过市场商品所体现的价值

总量，必定会使货币贬值，从而引起市场物价的普遍上升， 原来涨价的商品现在涨得更多了，

原来降价的商品现在反而涨价了， 或原来降价多的商品，现在价格降得少了。 因此，可以说，

市场上货币过多，是物价总水平上升的根本原因，也就是物价总水平提高的根源是通货膨胀。

有一种看法认为， 物价具有刚性。 他们提出：商品价格总的呈现为逐渐上升的趋势， 这

种价格运动不断上升的趋势称之为刚性， 从中可以看出， 这种观点把价格总水平上升看成是

价格本身所固有的品性。 从近百年来的中外历史和现实来看， 价格总体确实存在不断上升的

状况。 但是， 价格是一种现象， 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综合反映， 物价总水平上升， 集中到 一

点， 就是纸币流通匮较多在价格总水平上的反映。 如果假设， 用马克思所讲的以金属货币作

为商品交换的等价物， 那就绝不会出现价格总水平上升的趋势。 所以控制物价总水平， 只有

找到上升的根掠， 即货币发行量， 才能进一步找到逃免物价普遍上涨的途径。 把价格看成刚

性， 至少在表面上容易引起误解，在处理上就会要末把价格普遍上升看成正常的事，要末对价

格总水平上升过多这一问题的解决局限于对价格的控制，这就变得舍本求末、治标不治本了。

近期来， 市场价格涨幅较大， 属千物价总指数构成的八大类价格分类指数全面提高， 这

种状况可称为剧烈的通货膨胀。 对它可从两方面分析： 一 是 “ 老胀” 引起的物价上涨。 在过

去计划经济的时期内， 通货膨胀就已存在， 但是那时， 基本上没有在物价总水平上表现出

米。 具体地说， 价格由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控制， 该涨的没有涨，该跌的没有跌， 价格既不

反映价值， 又不反映供求， 几十年价格问题的沉积， 以至到七十年代末期， 已经出现积重难

返的屈面。 那时的通货膨胀， 实际是隐蔽的通货膨胀。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十余年， 价格改革

一直是经济改革的基本内容之 一， 先后经过调整和放开两个阶段， 至今零售价格已经放开

95 ％左右， 生产资料价格放开70 ％以上，农产品收购价格放开80 ％以上。 在放开的过程中，

过去被遏制的隐蔽的通货膨胀的能掀逐步被释放出来。 但对尚未放开的价格， 目前仍旧偏

低， 过去隐蔽的通货膨胀能量还需在这些商品上释放。 例如房屋价格、 铁路运费、 医疗费

川、 学费等等的价格， 在管理上可以继续由国家制定， 但它们将不断改变不合理状况， 过去

的通胀能扯迟早要在它们身上释放。 我们姑且把过去隐蔽的通货膨胀称之为 “ 老胀＇＇ ， 价格

改革中的出台价就是这种 “ 老胀” 的体现。 二是 “ 新胀” ， 也就是近期的通货膨胀引起的物

价上涨。 近 一 、 二年来， 全国大大小小的基建项目上马数量很大， 大中小城市以及不少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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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 一 栋栋楼房阰勹、盐立起来， 投入产出如何？，很名领叮人缺乏思考． 项门也没有很好评

估， 自己没打钱戎，，责钱就向什飞行贷，饮， 他们只作l入旧的 “ 现代化” ， 而｛、i'，月于在效砬上做

文韦， 再加上几他村只中原因（如义付农丿 ， 品收购价饮、 弥补财政赤字守＇＄）， 以致通过各种

迂回曲折的途径， 最后负中在增发货币上。 如果货币发行增员与经济发展增星相平衡， 这不

能说是通货膨胀， 如果货币发行增帮超过经济方展增哥， 方才可称之为通货膨胀。 近年来，

正是后 一 种原因， 造成市场物价忤遍上升尸 所以， 近期的物价上升姑 “ 新胀” 和 “ 老胀” 两

个因素共同造成的。

有一种石法认为， 目前物价尽管上涨很多， 但市场供应并不显得紧张。 确实， 商店不存

在排队抢购现象， 反而采用各种促销手段在大力推销。 这种状况可以归之为， 市场调节的结

果。 国内商品供给是否多了呢？远远没有， 我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三、 四百美元， 离开

满足人们的盓攷还很远， 但市场打支付能力的需求却因通货膨胀高出市场供给很多， 市场供

给与市场需求的龙额， 与过去通过计划供应实现供求平衡不同， 现在通过企业自发提高供给

价格达到了市场的平衡。 因此． 在目前市场经济还不成熟而价格绝大部分已放开的条件下，

如何制止企业自行涨价是政府价格管理的 一 项重要内容。

首先， 落实宏观凋控措施 c 抑制通货膨胀是制止物价总水平上升的关键， 也是起动企业

价格行为的毕础。 核心是控制货币发行母， 使之不要过多地超过经济发展增横。

其次， 对企业价格行为进行必要的规范。 规范不是收， 恢复过去那种管得过多过死的屈

面， 规范是在介业价格行为贝有较大活动领域下的规范。 其内容除了明码标价（标明规格、

牌号、 价格、 数早笘）这一 规范外还要对价格欺诈进行规范。 企业的价格欺诈行为是指经

菩者以不正当手段， 欺骗消费者）t仗其经济利益受损害的行为。 经营者利用消费者不熟悉商

品知识、 缺乏检测手段， 以次充好、 胃充名牌、 短斤缺两、 掺杂使假、 批充规格、 降低质屈

等获取高额利润· 这此不正节手段， 石上去不是、 实质上仍是价格间题， 属价格欺诈。 而以

虚假的优惠价、 处理价促销则属千明显的价格欺诈， 市场上不少经营者使用提高价格再打折

扣， 其价仍大大高于原价的手法不是屡见不鲜吗？价格欺诈行为较易识别， 价格行政管理也

较易展开。 企业暴利行为则足 一 个较为复杂的问题， 但也需要加以规范。 企业暴利行为是指

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 以不正当的价格手段获取超常利润的行为。 我国法制还不健全， 一些

不法纤背竹利用消费占先享用后付款（如娱乐业、 饮食业）的条件乘机大斩顾客， 或者利用

顾客的需求心切 “ 高价 ” 销售， 甚至内外勾结、 转手倒卖， 牟取暴利。 企业法人（包括经营

者）的本能是获取利润、 超额利润。 超常的利润（暴利）和超额利润（正常利润）是不同

的， 其界线， 从定性角度上容易讲清， 但从定榄角度上却很难划分， 而且各个行业还不能划

一。 因此反暴利是孟买的， 但只能在实践上逐步摸索推行。 可先对某些特殊行业（如饮食、

娱乐切y)、 某此涉及臣计民生的商品规定最高限额的利润（包括超额利润率）， 超过部分

就屈暴叫， 引它应该予以处理。 此外， 在特殊条件下， 政府规定企业提价申报制度、 对某些

拈本生活资料实行价格监审等，都是价格规范的内容。价格规范是企业价格行为的约束条件。

第三， 采取某此必耍的经济措施控制物价总水平。 如建立少数重要商品的价格调节基金

制度， 以补贴部分商品的生产和经营。 某此平要商品保证市场供应的职责已由国有企业逐步

转为由政府米承担， 因此， 储备重要物资， 平抑市场价格的任务自然也就逐步落到政府来完

成， 具体工作的贯彻和执行则可由国有企业开展。 政府的经济支持和干预是企业价格行为导

向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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