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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严

我国物价指数与国外通货膨胀率的比较分析

我国国民经济经过近三年的滑坡后， 1992 年进入了全面增长的阶段。 在生产、投资、 消
费增长的同时， 物价总水平也体现出强劲的上扬势头。 限于计算通货膨胀率的复杂性， 在通
常情况下， 物价指数被认为是反映通货膨胀程度的最主要的指标。 1992年全国零售物价总水
平上涨5.4% ， 均比前两年的涨幅高得多。 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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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面：1989-1992年物价统计年报

一般来说， 消费品价格指数上涨3％以下， 被称为爬行的通货膨胀， 上涨3-6％被称

为温和的通货膨胀， 上涨6一10 ％被称为急速的通货膨胀， 上涨 10 ％以上被称为飞奔的通

货膨胀。 如 19�8年全国零售物价上涨 18.5% ， 大大高于10 ％的警戒线， 产生了严重的通货

膨胀。 将我国的物价指数与部分国家比较， 我国的物价总水平的涨幅特别是近年大中城市物

价总水平的涨幅大大高于一般发达国家的涨幅水平， 而承受能力也似乎强于 一般发达国家。

究其原因， 我国的物价指数在其编制方法上、 指数内涵、 物价指数与通货膨胀率的关系及通

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等方面与国外有 一 些不同。 本文从三个方面就此作一 分析。

一、 物价指数计算方法的比较

各国物价指数的计算方法， 均以指数方法论为理论基础。 主要的两个公式中， 派许公式

是以报告期的消费额计算消费结构， 说明在当前的消费水平下， 价格变动的影响程度，拉氏

公式则是以挂期消费额计算消费结构， 说明如果消费结构不变， 或者说在剔除消费结构变动

一 50 —



的情况下， 价格变动的影响。目前我国计算的物价指数是以派许公式为理论依据的。 认为价

格的变动， 必须结合当前实际消费状况和水平来考察。但由于实际操作时资料搜集的困难，

不能及时取得报告期的消费资料， 所以还是用上期的消费资料进行适当的调整， 以用千计算

当年的物价指数。 每年轮换一次消费结构（即权数）。 西方主要国家基本是使用拉氏公式，

认为物价指数应该只是反映价格的变动， 不应该包括消费结构的变动， 所以使用基期的固定

消费结构， 但考虑到经济的发展使消费状况的变动很大， 所以缩短了消费结构变动的周期，

每3-5年调整 一 次权数。从统计结果看， 方法上的差异不是造成各国之间物价指数差异的
主要原因。

目前上海计算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指数， 选择了居民日常消费必需的约400种代表品， 其
中消费品约370种， 服务收费项目近30种。 由市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派员定时定点到
零售商店、 菜场、集市贸易市场采集实际零售价格。 用500户抽样调查中上一年的全年居民
消费支出的结构作为权数， 计算公式为：K=（习P1/P。W) +�W, K为乎均价格指数，
p!、氏为报告期、基期的平均价格， W为权数。 每月采集6万个数据，计算机汇总约9000笔，
代表品和权数每年调整 一 次。

二、物价指擞内涵的比较

虽然各国统计方法上的差异不大， 但是经济状况、发展水平的差异， 使各国实际物价指
数的内涵界定大不相同。 首先如我国消费品价格指数中， 食品消费支出占居民全部消费的支
出比重为60％左右。 且价格的上涨对物价总水平上涨的影响程度约为80%。 如上海1992年消
费品价格上涨9.'l%， 其中食品价格上涨13.1%，影响总水平上涨8.5个百分点，占消费品价格
上涨幅度的88%（资料来源：1992年物价统计年报）。可以说，我国消费品价格上涨水平和趋势
茫由食品价格的上涨水平和趋势决定的。据世界银行<<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 与我国食品
消费结构相近的有： 尼泊尔占57%， 苏丹占60%， 孟加拉国占59%， 印度占52％等发展中国
家。 而美国仅为13%，英国为12%， 法国为16%，日本为16%， 新加坡为19%， 韩国为35%,
匈牙利为25%， 南斯拉夫为27%， 均比我国低得多。由千这些国家食品消费比重较小， 食品
价格上涨对总指数的影响程度就相对小。食品价格特别是其中的鲜活商品， 如鲜菜、水产、
肉禽蛋等价格往往是整个消费品价格变动中最频繁的。 日用品和一 些服务费用，如耐用消费
品、房租、医疗费等价格相对稳定。所以在一般情况下， 我国的消费品价格上涨水平比发达
国家高得多， 而与发展中国家相近。

其次， 在我国居民的消费中， 除了副食品价格补贴外， 还有房租、医疗卫生等的补贴，
这就使这部分实际消费支出的比重很低。 如我国的医疗卫生支出的比重在全部消费支出中仅
占1%， 而美国占14%， 日本占10%， 新加坡占7.％， 英国占8 %， 法国占13%， 匈牙利占
5%，南斯拉夫占6%；房租、燃料和电力的比重， 中国为8%，美国为18%， 日本为17%,

新加坡为11%， 法国为17％等等（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 可见，
在我国这部分消费支出的价格上涨居民只负担了 一小部分， 在物价指数中也没有完全反映出
这部分价格的上涨程度。 这从上海物价总水平上涨与职工工资增长及结构变化中也可略见一

斑。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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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工资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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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惊，1992年上海统计年鉴和1992年统计年报

由上表可见： （1）平均工资增长快于物价总水平的上涨， 说明大多数居民生活水平仍
有提高； （ 2 ）在物价上涨幅度较高的年份， 如 1985、 1992年 ， 其平均工资的增幅也相应较
高 ， 扣除物价上涨的因素 ， 实际平均工资增长率大于其他所列年份； （3）劳保福利相当于
工资总额的比重和津贴占工资总额的比重均有大幅度上升， 说明国家对职工的补贴增加， 如
上下班交通费、洗澡理发、 卫生费及副食品价格补贴、粮油价格补贴、水电煤价格补贴等
等， 都有增无减。 实际上这些价格上涨中的 一部分是由国家承担了。

第三， 编制消费品价格指数虽然只是选择了部分有代表性的商品 ， 如上海选择了近400
种代表品， 但其计算结果是对市场消费品价格变动程度和趋势的总体反映。其理论依据是，商
品之间存在的差价和比价的关系， 某一商品价格的变动， 必然引起该商品集团价格及相关商
品价格的连锁反应 。 但在计划体制下， 商品之间的比价关系或多或少地受到强制性的制约 ，

价格体系扭曲 ， 价格信号紊乱， 价格动态的传递不准确 ， 造成了消费品价格指数难以贴近市
场 ， 以反映市场价格总水平的态势 。 只有在价格体系基本理顺的前提下， 物价指数才能做到
体现市场物价变动的总态势。 这是与市场经济下的西方国家物价指数内祸的主要区别。

三、 经济增长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GDP（国内生产总值）减缩指数被世界认为是反映通货膨胀率最直接的指标，但由于其
计算上及时性较差 ， 故各国 一般用物价指数代替。所以严格地讲 ， 物价指数并不是通货膨胀
率 ， 只是反映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指标。 在我国由于物价指数的局限性（如上所述） ， 更不
能完全反映通货膨胀情况 。 如上海 1992 年消费品价格指数为 109.7, 而同期GDP减缩指数低
千物价指数好几个百分点。 通货膨胀率反映出的是温和的通货膨胀， 但物价指数反映的劓是
接近于飞奔的通货膨胀 。 结论各异 ， 这对宏观经济决策将产生不同影响 。

根据世界银行« 1992世界发展报告＞＞， 有关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数据见下表：
下表说明我国经济主要指标的增长均大于美国、 日本、英国和法国，其通货膨胀率也大

于或等于四国。 如我国与英国的通货膨胀均为 5.8% ，但其对本国经济的影响和对本国居民
的承受能力都不相同， 因为这10年英国经济的增长率比我国低得多。 相比之下 ， 其通货膨胀
压力要比我国大。 同时 ， 如前所述 ， 我国在物价总水平上涨的同时 ， 国家动用了大量补贴和
增加工资等手段来保证居民生活水平能继续稳步提高。 虽然仍有一 部分居民生活水平因受家
庭负担系数提高、 企业效益不好而下岗的影响有所下降，但居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还是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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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从而保证了人心的稳定和市场的稳定。 其原因还在于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国家、企

业和居民的承受能力也有所提高。 而同期西方经济的增长艰难和平缓。所以， 脱离一 国经济

发展水平和状况来比较评价国与国的通货膨胀或物价水平的涨跌幅度往往会得出不切实际的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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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会计学系积极编写最新教材

我校会计学系主动适应经济形势和教学实践的

需要，正在组织力屋编写 一套最新会计专业教材。

为了编好教材，系里专门成立 一 支老中青三结

合的编写小组，编写提纲在去年年底得到了财政部

专家组成员的一致肯定，整套教材共八本由财政部

向全国推荐。整套教材由驰名海内外的三联书店出

版。现在，（（基础会计〉〉 一 书巳正式出版发行，其

余各本准备在明年上半年全部出齐。然后，再计划

编 一套英文教材，以适应国际会计和一般会计专业

人员的需要。

（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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