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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投入产出法对通货膨胀的定量分析

投入产出法是进行经济分析的项要工具。 由千投入产出表的结构独特， 它对国民经济运
转过究的数量总结， 包含了异常丰富的信息。 本文试图利用投入产出表的数据， 并结合有芬
的投入产出模型的运算， 对通货膨胀的经济现象作较为细致的定橇分析。

一、 通货膨胀传统测定方法剖析。
通货膨胀是指 一 般价格水平的持续上升， 因此， 习惯上对通货膨胀的测定是采用经济统

计编制的价格总指数表示的。价格上涨率一般称为通货膨胀率。价格总指数有多种多样，通常
采用生活费用价格指数为标准测量通货膨胀程度。 按照国际上的通常说法， 价格每年上涨幅
度2-5%， 称为轻度的通货膨胀；价格每年上涨6 一 9%， 称为温和的通货膨胀；价格每
年上涨10％以上， 称为烈性通货膨胀。 用生活费用价格总指数测定通货膨胀， 既可 一 般地了
解一 定时期内通货膨胀的数量特征， 又可以直观地知道通货膨胀对消费者梢来的危害性。 但
是， 用这一 指数测定通货膨胀， 有其不可忽视的弊端：

第一， 生活费用价格指数（包括其它价格指数）是采用代表规格品编制的总指数， 因此
它不能反映由于消费者购买力投向转移而导致的商品权数的变化， 而代表规格品权数的变化
又会导致价格总指数的变化。 所以， 用生活费用价格总指数反映通货膨胀程度， 有时会与实
际情况不符。

第二， 正由于生活费用价格总指数是采用代表规格品编制的， 它只包括了少数代表商品
的价格变动情况， 而现实生活中的通货膨胀有时会波及到全社会的几乎所有商品。 用生活费
用价格指数等总指数反映通货膨胀就显得不够全面。

第飞， 生活费用价格指数只能揭示通货膨胀的结果， 而不可能从定默角度反映通货膨胀
的形成原因及其演变过程。

而上述三个问题， 正是在现实条件下， 对通货膨胀进行细化、 探化、 研究必须解决的方
法论问题。

二、 通货膨胀分析的投入产出法。
对通货膨胀深入研究分析， 不仅要从总体上揭示通货膨胀的程度， 而且还需要具体地了

解通货膨胀的原因及其动态。 要达到这些要求， 关键在于要占有相应的统计资料和现代化的
计算丁一具， 以及科学的定量分析方法。 根据投入产出法的特点， 上述要求是不难达到的。 限
千篇幅， 下面我们只对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投入产出法定量分析原理进行初步的探讨。

我们知道， 任何商品的价格可分解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中间消耗成本； 另 一 部分是增加
值， 包括折旧、 工资、 利润、税金、 福利等等。 以等式表示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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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中 aIJ为实物型直接消耗系数；P,为第i部门产品的价格； 山为单位产品负担的固定资

产实物折旧系数， F心为该固定资产的价格， ｀为第i产品中的工资负担；ff为第1产品中

的利、税、 福利负担等。

由0式变形， 可以得到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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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矩阵表示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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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代表由向抵ip各元素组成的对角矩阵， 相同地， D也是同样含义。 A为实物型直

接消耗系数矩阵。 凡与P。均为n维向量， 且P。 = （1, 1, … ···1) T, Pd。 = （1, 1,...... 

1)， 两者代表基期的商品价格指数向蜇和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向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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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A丘 P • AT ·P, D=P •D .p ,W=P •W, F=P • F , 进一步令

K。 = D • Pdo + \V + F， 则实际上， AT是价值型直接消耗系数矩阵， K是价值型的增加值向

量。 模型简化为：
P 。 = Ar · P + K0 @ 

作为基本条件， 我们假定在一 定时间内， 直接消秅系数矩阵A不发生变化， 即不考虑短

时期内技术进步等因素对产业结构、 产品结构以及产品生产工艺的影响。

对于上述模型， 我们首先考虑增加值部分发生变化对商品价格指数的影响。 不妨设工资

（或利税等）提高而中间消耗和折旧不变， 则增加值向量K`，发生变化， 设提高后的增加值

为K l ， 由此必然导致产品价格提高。 从理论上讲， 新的价格指数应该等于P 1
1= （I-A乃 一 1

· Ki。 但实际上， 由千各企业不可能知道全社会各企业（部门）的生产成本构成（消耗系

数）的信息， 从而价格指数直接调整到P!，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工资负担提高后， 企业为保

持其利润水平不致于降低， 必然只能根据本部门的产品成本构成和成本水平， 把工资变化转

嫁到价格中去， 制定新的价格， 相应的新的价格指数为P, = AT .p。+K l ， 因为一开始各部

门产品的价格（作为中间投入部分）并没有直接发生变化， 它们所消耗的各种作为中间投入

的产品的价格仍然是未发生变化的价格， 因而模型中左右两端的价格是有差别的。

但是一旦企业以新的价格出售产品， 则企业就会再一 次面临成本上升的情况， 不同的是

这一次是由于作为中间投入的各种商品的价格由于各部门的普遍提价而提高， 为保持原有利

润水平， 各企业不得不再一 次提价， 从而价格指数进 一 步变化： P2 = AP1+K10

由此， 企业进入了 一 个不能自拔的 “ 旋涡 ” ： 增加值负担提高今商品价格上升今中间投

入成本提高今商品价恪上升今中间投入成本提高...…经过多次的反复调整， 价格指数达到一

种稳定状态， 使得前期成本变动完全包括在平衡价格之中， 且这种平衡价格为所有企业所采

用， 从而它不再进 一步刺激价格变化， 企业才能从 “ 旋涡 ” 中走出来， 而且此时企业的利润

水平也得到保证。

上述调整过程， 一 般可以表示为：

Pp
= AT •Pp -1+K1 @ 

—61 -



显然， 我们关心的是上式所表示的调整过程的平衡价格指数的存在。 半头上， 山＠式找
们得到：

Pn=(A')n一I. p1+ ((AT)n-2+ (AT)n-3+••…·+AT+IJ ·K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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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 (AT) n-2.+(AT)u一 3+······+A+IJ尸(I- AT ) 一1 ,
因此， n ➔ ～时， Pn

今 (I-Al`） J .  K1， 即价格指数向蜇Pn 收敛于一稳定的价格指数向
吊， 从而使价格最终能调整到 一 个平衡价格。

通过以上模型， 我们确定了工资利税等因素变动对价格指数的影响程度。 对于山j:·折IU
提高的悄形， 不论是固定资产折旧系数dj提高还是固定资产的价格变动（在模型中表现分别

为D提高和价格指数Pdo上升）， 最终必然是增加值K0发生变动， 用上述方法同样可以确
定其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程度。

下面我们研究中间投入产品提价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假定几个部门的产品中， 由一种或
儿种产品率先提价， 而其余产品所负担的增加值不发生变化。 这种情况下， 直接利用模型＠
坠不行的， 因为增加值没有直接发生变化， 但稍加变动， 我们仍可以用＠式来确定由 一种或
几种商品调价引起的通货膨胀程度。

现设第n部门的产品提价， 价格指数从Pn = 1上升到几＋.6Pn = l+.6Pn。 由于第n部门产
品提价， 其他各部门中间投入成本提高了ain ·.6Pn (i = 1 · 2··· ···n-1)， 千是对于前n-
1个部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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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矩阵表示即为：
p

1
u -l = (An一1 ) T. p 。

n一 1 + （an I, an2 ···ann 一I) T • (1 + 6_P,) + K.11一 1 @ 
在＠式中， 所有上标均表示向整或矩阵的阶数， An-1为由直按泊耗系数前n-1行和前

n-1列元求组成的n-1阶矩阵， P0n一 I (1、1、 …'"1)T是n-1维向怼， Kn -I为前n-1个
部门的增加值向量。 与＠式一样我们可以写成:

pkn 一 I = (An -!) T • p仁 i +（an i, an 2 …… a11n - 1) T • (1＋乙P。）＋ k (,
n -1 @ 

由＠式的收敛性 l1j 知＠式也是收敛的， 从而我们可以测定由于第n部门产品捉价对其他
各部门价格指数的影响程度， 即我们所说的通货膨胀程度。

因此， 利用投入产出表中的数据， 我们不仅可以在计绊机上模拟部门价格指数内艾化过
程， 而且我们还得到了各部门（或各种商品）的价格指数的变动悄况， 即各部门的通货膨胀
程度的详细情况。 同时， 我们还可以采用这种方法模拟工资政策、 税收政策、价格政策、 仙
利政策以及提高折旧率， 进行资产重估等有关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毫无疑问， 以这种方
法来补充、修正传统的总指数的测算方法有着重要的实际慈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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