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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物价上涨的特点及抑制通胀的对策

一、 当前物价上涨的特点

自去年第四季度以米， 我冈物价涨幅 一直屈高不下， 出现丁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并{-f的

“经济发展膨胀” 的特点。 从上泭看全国， 今年来物价变动农现为这样四个特点：

几物价上涨起点高， 且各月升幅坚挺。 今年头两个月因适逄元旦、 春节两大节日， 市

场物价受需求旺盛、购买力集中及去年下半年物价上涨惯性作用的影响， 物价涨幅在高起点

上启动。 1月份， 上海物价上涨23.5%， 是今年前5个月的最高水平， 以后4个月虽有回

落， 但涨幅均在20％以上。 无论在上海还是全国， 要把物价控制在年初制定的计划目标之内

是有困难的。

2. 居民各类消费价格全面上涨， 且中服务坝目升幅迅尚－于且他项LI u l-5月， 八大

类居民消费价格均有不同程度上涨， 其中服务项U最高， 上涨29.2%， 比平均涨幅高近10个

百分点。

3. 食品类价格持续上涨， 对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半影响较大。 山千上海居民消费的恩格

尔系数一直较高， 1-5月， 上海食品类价格同比上涨24.6%， 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

升13.2个百分点， 影响度高达58.9%， 居八大类项目之首。

4. 城乡价格同步上涨。 今年 一 季度， 全国城市零售价格同比上涨20%， 农村上涨

19.6%， 两者相差无儿。

二、 导致物价上涨的原因分析

分析物价上涨的原因， 我们有必要回顾 一下改革井放15年来的物价变动情况。 改革:Jf放

前， 我国的物价水平连续保持了17年不变， 甚至有儿年还略有下降。 改革开放15年来， 我国

零售物价上涨幅度较高的共有4次。 回顾这4次较大的物价变动， 除消费基金膨胀导致市场

袖求扩大拉动价格因素外， 主要与物价改革和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膨胀有关。 从我国价格体

系 一直处于倒挂的状况看，价格改革主要是理顺物价， 因此而导致的物价上涨属千正常的合

理因素。 而投资规模过大、 甚至失控， 导致供求失衡， 造成价格上涨， 由此产生的通货膨胀

则对整个经济的有效运行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 则应是认真对待、 深入分析的问题。

回头观察当前的物价上涨， 除上述原因外， 还有这样几个非正常、 不合理的原因， 即：

(1)税制改革初期， 个别商品在税制改革尚未明朗的前提下趁机涨价， （2)物价放开

后， 管理措施未跟上， 出现乱涨价； （3）去年底 “粮油风波” 的惯性。

三、 抑制通货腾胀的对策

通货膨胀固然与物价上涨有关， 但又不能简单地以物价上涨幅度来计算（下转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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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失业和待业人员的就业回题除丁改善企业经营、减少待业和隐形失业之外，还应发展多层

次的第二产业。 政府在发展第三产业的政策和指导中， 不仅要将着眼点放在重点扶持的商

业、 金融、 科技、 建筑等支柱行业、 部门上， 还应重视发展劳动密集的各种服务行业。 随若

城市面貌的改变、 生活节奏的加快和新兴产业的兴起， 对各种服务的需求也会多元化。 政府

若在这方面积极开拓门路和进行引导， 对失业、 待业人员择业和再就业会起很大的作用。 另

一方面， 政府应在第三产业领域内对私营经济的发展采取更积极的鼓励政策。 因为 一来发展

私人经济不需国家投资便可解决部分劳动力就业， 二来私人企业更注重效益， 而国有企业往

往以数字为目标， 因此私人企业更注重市场需求、 对市场缺陷更敏感、 选择产品更灵活。

3、 保护农业生产， 发展农村经济。 首先， 我国的农业经济 一 定要走市场农业的道路，

但必须是在国家的保护下走市场农业的道路， 决不能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农业可以同大

多数工业 一 样可以采取将其完全推向市场的做法。 其次， 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 大肌劳动

力离开了农村， 在有条件的地方应加快农业向农场化发展。 在大城市的郊区和周边， 农场化

更可以先走 一 步， 这一方面可以吸收外来民工使之成为职业化农工以减轻民工潮对城市的压

力， 另一方面可以改变城郊农业生产人员的老龄化和妇女化的结构。 根据我国办农场的历史

教训， 农场化不能完全走国营农场的道路， 而应建立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民营化

农场。 农业生产只有采取农场化的方式， 才能实现农业生产人员的职工化、 种养加的科学

化、 农作方式的机械化、 品种结构的市场化、供需渠道的信息网络化、 农业发展的规划化。

农业生产的好坏虽然往往不是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 但在经济生活中对抑制通货膨胀却有1·

分重大的作用。 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历史几乎都可证明经济出现震荡时， 农业基础的稳固对经

济的恢复有着极大的修补作用。 最后， 发展与农业生产有关的配套服务业是支持生产， 保证

衣产品供应的重要环节， 同时又是可以吸收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 我国农业生产率

的较低水平除了自然因素、 历史因素等原因之外， 对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环节薄弱

有很大关系。 由于服务体系不健全， 农业生产成本高， 农产品销售过程中生产者不得益、 消

费者不得益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因此， 应该特别注意农业生产的服务体系的建立。 这方面成

功的范例很多， 如新四兰的 “ 弥猴桃产业” 、 上海的 “ 大江鸡“ 养殖业、 我国城市的 “ 菜篮

千上程 ” 等等。 这方面的经验不仅应该用在一 些特色产品上， 还应广泛应用到我困的粮、

棉、 油等丛个农作物以及畜牧、 养殖业中去。

（上接第17页）通货膨胀程度。 因此，治理通货膨胀，要分析导致物价上涨的因素。 从经济运

行的角度看， 治理通货膨胀的关键应是严格控制投资规模过大、 管理失控的问题。 进入90年

代以来，特别是1992年来，我国的投资规模 一直很大。1992年投资率高达32.7%,1993年按计划

投资是8000亿元，投资率在30％以内，但执行下来， 实际完成11829亿元， 同比增长50. 6%, 

投资率高达37.7%， 而且相当 一 部分投资订目地涌向开发区、 房地产等预期回报率高的行

业。 今年1 一 5月， 固定资产投资依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势头， 远高于GDP的增长。 如此高

的投资需求， 投资品价格不会很快下降， 最终将影响到消费品价格的上涨。 因此， 当前治理

通货膨胀的关键措施应该是继续坚持较为紧缩的经济政策， 严格控制银根， 适当缩小投资规

模， 遏制过大的投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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