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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礼生

关千当前通货膨胀的成因与措施

今年1 一 4月，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水平比去年同期上涨22.2%， 大大突破18 %的警戒
线， 是1990年以来涨幅最高的时期， 商品零售价格也比去年同期上涨20%。 从上海的情况

看， 通货膨胀的情况也不容忽视。 1 一 4月， 消费品价格在前儿年的高水平上继续上升， 涨

幅达19.6% (1992年上涨9.7%, 1993年上涨17.5%）。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122.6。严重的通货

膨胀， 侵蚀了经济建设的成果， 使人民生活遭到损失， 也给经济的进 一 步发展埋下了隐患。

造成这次通货膨胀的原因主要有：
1、 投责增长过快引起需求过大。 去年， 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过热现象。 投资增长过

猛， 基本建设规模过大， 引起货币过量投放，产生通货膨胀。 中央采取宏观调控措施以后，

形势 一度有所缓和。 但是， 今年投资规模又有新的扩大。 据国务院固定资产投资检查组的最
新检查透露， 全社会固定资产年度投资13000亿元的总规模可能被突破。更值得重视的是4月

份投资增幅又有回升， 当月国有单位完成投资比去年同期增加44.2%， 与 一 季度相比增幅提

高了8个百分点。

2、 成本推动引起物价上涨。 成本推动的一个因素是原材料、 燃料、 动力购进价格上

涨。 从上海的情况看， 原材料、 燃料、 动力购进价格总水平， 1992年比1991年上涨9.6 %, 
1993年比1992年上涨29.2%，今年3月比去年同期上涨20.3%。 4月份尽管涨势趋缓， 但仍比

3月份涨2.4%， 其中纺织原料类、建筑材料类却上涨了13.7％和8.9%。 如此高的涨幅， 企

业是很难自行消化的， 必然要通过提高产品价格向社会转移。

成本推动的另 一 个因素是工资增加幅度较大。 为了弥补物价上涨给群众生活带来的损
失， 大部份在职职工的工资都有所增加。 据统计， 截止今年2月底， 在全国职工人数有较大
幅度减少的同时， 职工工资总额却增长了26.3%。 上海情况也是如此， 职工减少5.7%，工资

总额却增长33.5%。 在当前企业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 工资的大幅度上升无疑是物价上涨的

一个巨大推力。

3、 生产不足引起供不应求。 去年以来， 粮、 油、蔬菜价格大幅度上升。 上海今年1-

4月食品价格指数为124.5。这其中的原因， 一方面固然是随着人口的增长， 消费也有所增

长， 但更主要的还在于近年来农业发展不快。 另外， 各地开发区、 菲本建设之类的项目上得

过多， 大益占用农田， 造成生产萎缩， 供需缺口扩大， 价格上涨。
纵观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40多年的历史， 曾多次出现过通货膨胀。 对此， 我们不得不

重新回顾我国通货膨胀史， 进一步探索引致通货膨胀的深层原因。 在改革以前， 中国实行的

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 这种经济体制的 一个特点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机制极不完备， 投资冲

动十分强烈。 加之中国经济比较落后， 人们对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有着十分迫切的要求。 因此

不顾客观条件上投资、抢速度，扩大货币投放，最后以严重通货膨胀强行约束经济发展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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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屡见不鲜。1956年， 基本建设规校过大， 肾年投资额达到140亿元， 比上年增加54亿元·

增幅达62.8%。1958年， 国家编制了高指标的第勹个五年计划，引起投资规模扩大，全年完成

垦本建设投夤总额267亿元， 比1957年增长70% 0 1960年上资总额比1957年增加了68.6% 0 

结果， 造成1961年比1957年物价上涨25％左右。1970年因家预算内投资完成额比上年增加

53.3%; 1971年继续增加， 1972年货币投放大突破， 造成通货膨胀。1977年和1978年， 先后

搞了3年、 8年、10年规划和23年设想， 从主观出发， 严重脱离国情， 搞 “ 洋跃进” ， 也引

起了通货膨胀。1984年以来， 追求高速度、 高指标的指导思想影响仍然很深， 当年7月份起

工业生产以14％以上速度发展， 第四季度工资、 奖金总额比上年同季增长38%， 信贷失控，

年末货币发行额增加262亿元， 比上年增长49.5%，又 一 次发生通货膨胀。1988年通货膨胀进

一步发展，商品零售物价逐日上升，1月份上涨9.5%, 2月份上涨11.2%, 3月份上涨12%,

4月份上涨12%, 6月份上涨13%。 生产资料价格1987年上涨9.7%,1988年上涨13.8%。

回顾历史使我们认识到， 今年的通货膨胀从它的生成原因，传递机制来说，与建国以后大

部分通货膨胀基本 一致，只不过这一 次强度更猛而已，它产生的根源还是旧的经济运行体制。

旧体制产生通货膨胀的另 一 个方面在千企业机制陈旧。 企业应该是经济细胞， 以追求利

润最大化为主要动力。 但是，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 企业被异化为社会细胞， 被强加了许多社

会责任。 这就使得企业在通货膨胀过程中抵抗力很弱， 最终转而推动通货膨胀。 这次通货膨

胀的 一个特点是消费品市场需求疲软。 那么按照 一般的企业行为， 应该裁减 一 部分工人， 减

少工资支出降低成本， 削减价格促进消费。但是实际上， 企业为了维护稳定这个社会责任，

仍保留了大暨冗员， 成本很难降低。 为了维持企业的运转， 只能提高产品价格， 从而推动物

价上涨。 今年4月份， 上海生活资料出厂价格与3月份相比上涨7.7%，与去年同月相比上涨

24.1%。 首次高于生产资料出厂价格涨幅。 企业在市场和社会的双重压力下十分窘迫。 值得

注意的是， “三资 ” 企业等所有制类型的企业， 此时发展依然强劲， 个中原委， 值得深思。

通货膨胀在我国短短40余年的经济发展史中以同样的原因多次出现， 给社会主义建设事

业和人民生活水平带来了极大的损失。 为此， 笔者特提出如下建议：

1、 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步伐， 尽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 改革与发展， 应该是

我们工作中的两大主题。但是， 近两年来， 我们对发展着力较多， 对改革则有所松懈， 使得

发展了的生产力仍然在陈l日的经济体制中运作，产生种种矛盾。 根据我国的现实悄况， 在改

革中要特别注，意建立纾济发展的约束机制， 使经济过热的时候能得到包括信贷、 财政、 行政

等手段的有效的约束。

2、 尊重经济规伴， 树立利学的发展观。 国际环境和国内现实都需要我们经济发展快 一

点。但是这个速度应该是有效益有质蜇的速度， 在客观条件上的速度。 有的学者研究了我国

经济周期后得出结沦， 波动起伏大的时期， 其经济发展平均速度往往低于发展比较平稳的时

期。 这就告诉我们， 在力争加快发展的同时， 一 定要注意规棱适度， 均衡发展。 只有这样，

才可能获得实实在在的速度。

3、 繁荣经济科学。 一国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 经济质母的提高， 离不开经济科学的繁

荣。世界上经济发达的国家， 其经济理论往往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学术争鸣的空气非常浓

厚。 而决策者则能从这众说纷纭中博采众长， 确定比较正确的经济政策。在我们常常重复同

一错误的时候， 学习国外的这一 经验， 应该说是尤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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