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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通货膨胀的统计分析和监控

陈湛匀

一般来讲，通货膨胀是指普遍物价水平一贯的、 连续的、和可观察到的上涨。 我国 从

1979年到1988年这九年时间内，通货膨胀由饱和与稳性发展阶段到加速发展，再经历持续发

展阶段， 直至1988年到了全面高涨阶段，通货膨胀率已突破了20%。 分析起来，通货膨胀起

因可归纳为： 1. 赤字型通货膨胀，是指用多发行货币来解决财政赤字问题和引起的通货膨

胀，肛信贷型通货膨胀，是指一个国家信贷规模过大，靠多发行货币来维持信贷收支平衡

而引起的通货膨胀， 趴结构型通货膨胀，是由于经济结构不合理，投资不合理，导致了生

产价格不合理，最终引起了物价上涨、货币贬值的通货膨胀； 4. 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是

由于产品成本大幅度增加使得货币贬值，导致了通货膨胀（其成本上升有两个渠道： 一是工

资增加，二是原材料、能源价格上涨），凡发展型通货膨胀，是指为了维持经济的过热发

展，出现了投资膨胀，助长了消费膨胀而导致的通货膨胀，也称为双膨胀； 6. 外贸型通货

膨胀，是指一个国家因外债负担过重，外贸逆差过大，以及国际市场价格和国内市场价格相

差悬殊而引起的通货膨胀。 近年来，我国是以信贷型、 结构型、成本推动型、发展型为主，

赤字型、外贸型为辅的混合型通货膨胀，这种情况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反通货

膨胀已成为经济工作急需解决的首要问题，因此加强监控分析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本文拟对不同类型的通货膨胀进行定量分析，提出不同监控方法。 在研 究 过程中，首

先会碰到两种问题： 一是统计指标选择，二是监控的预警线确定。 在选择指标时，我们遵循

两个原则： 1. 能及时通过一系列与通货膨胀有关的各种社会经济现象反映通货膨胀的发展

及其程度， 2. 能确定通货膨胀的基本类型即反映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便于对症下药采取

相应的治理措施。 监控预警线确定则根据研究问题的不同目的而不同。 比如研究对象是宏观

金融方面的货币供应，那么预警线应以全社会同期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为标准，因为物价上

涨率超过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是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标志。 又如通货膨胀的影响波及全社会，

但社会不同的阶层受通货膨胀影响的程度和方向不同，此时可以通过建立通货膨胀率与民众

收入分配的平均程度即基尼系数之间的相关关系，用民众可接受的基尼系数确定通货膨胀的

预警线。 下面我们分从通货膨胀的几种类型来研究。

一、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定量分析和监控

控制图方法在微观经济中的应用是以数理统计原理为基础的。 如产品质操管理中就是将

产品质蜇的变异作为随机变量处理。 具体言之，影响产品质抵因素可分为偶然性因素和系统

性因素两大类，前者数量多，经常起作用，但对产品质址影响并不大，而后者则反之。 偶然

性因素具有不确定性，可以看作是随机变量，它所形成的数猛变异也并非杂乱无章，而是服

从一定的概率分布。 如果生产过程只受偶然因素影响，那么其数掀变异就受一定的概率分布

约束，这时生产过程处于受控状态，生产正常。 如果有系统性因素作用，其数量变异必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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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离所 服从概率分布的约束范围， 这就表 明生产过程处于失控状态， 因此控制图方法能否在

宏观经济中应用， 首先要看是否也具备类似的前提条件。

在宏观经济中， 各种经济现象更加复杂多变， 特别 是目前从产品经济向有计划商品经济

发展的新形势下， 影响经济运行的各种因素数量更多， 情况更复杂， 这些都说明在宏观经济
＾ 中各种偶然因素还是大蜇存在的， 因此宏观经济运行及其影响的因素尽管复杂， 但也是有规

律可循的， 这些因素中哪些可能引起国民经济运行脱离正常轨道少而且大的因素可作为系统

性因素。 同样可以将这些偶然性因素看作是随机事件， 其相应 的数量变异必定服从某概率分

布， 这就为应用数理统计方法进行宏观经济控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这里我们分析有关成本推

动型通货膨胀问题， 提出应用控制图、 选控图在宏观经济中进行监控。

所谓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就是指由千产品成本大幅度增加使得货币贬值， 导致通货膨

胀。 产品成本上升有两个主要渠道， 一是职工工资增加， 二是生产资料价格 上 涨， 一 般来

说， 只有两者都向正方向增长时才会出现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为了便于方法的实施， 我们

可以考虑工资超前系数、 生产资料价格系数两个统计指标。 工资超前系数的公式是职工工资

增长速度／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 它用来反映职工工资增长， 供需缺口拉大的情况。 而

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用来反映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时对产品成本上升的影响。 然后分别用两者

各自的休哈特控制图对这两个指标进行控制。 如果某时期存在着通货膨胀现象，而这两个指

标又同时超过了控制图所 确定的控制上限， 那么这时期的通货膨胀就属于成本推动型， 至少

说明成本的上升是引起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 倘若进一步分析， 这两个指标之间

还存在着内在的联系。 就工资增长而言， 我们考察的是全社会平均情况， 当然也包括生产资

料部门职工的工资增长，而这又会引起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 因此， 控制这两个指标， 有可

能重复考虑同一因素即工资。 这就有必要分析构成成本的两个要素， 搞清成本的上升究竟是

由于工资增长引起的还是由于非工资性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引起的， 如政策、技术等方面的原

因， 这就必须研究选控图方法的应用。 设想如下：

先对这两个指标进行普通的控制， 再对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中的非工资因素进行选控而将

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中的工资因素作为非控因素， 然后将两个普通图和一个选控图结合起来考

察， 分析成本上升的原因， 进而确定通货膨胀是否属于成本推动型。
1.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7 »、 <＜ 中国统计摘要1989 »和＜＜中国工业经济统计 年 鉴

1988>＞中有关资料， 整理而得1952,...,,1984年间的平均工资指数、 全员劳动生产率指数、价格
指数的历史数据（见下页表所示），计算超前系数值如＠，用X表示，勹并令Rs为一阶差分 值

沁， 如＠所示令y表示价格指数数值， 并令Rs'为一阶差分值即Rs'， 其数据如©所示。

2. 分别计算两个指标的普通休哈特控制图， 就超前系数控制图(X)I而言，根据上表计
算得到超前系数值的平均数X=99.90, 其一阶差分的平均值为Rs=14.97， 鉴于宏观经济的

—. E2 -
特殊情况， 将控制界限确定为X士ox=X+�Rs, （普通质拭管理图中所用的 控 制 量为

E2 — 

X土3&x= X土贮Rs)，这样就得到初步的(XI)图控制界限： UCLx*=x士 — Rs=113. 17, 
3 

- Ei 一

LCLx米 ＝x- =::Rs = 86.63 (查表 得贮为2.66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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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平均工

资指数

＠ ＠ 
1953 100.00 
195� JOO. 00 
1955 100.00 
l!l56 100. 00 
1957 142. 83 
1958 100.00 
1959 100.00 
1960 100.00 
1961 100.00 
1962 92.94 
1963 100. 00 
1964 100.00 
1965 110.H 
1966 100.00 
1967 100. 00 
1968 100.00 
1969 100.00 
1970 93.， -40 
1�

9 
71 100. 00

1 72 100.00 
1973 100. 00
197<4 100. 00
1975 100.66 
1976 9!1. 69 
1977 99.以0
!9711 1011. 9g
l979 109.47 
1妇为 11&90 
“Si lC). 12 
19$2 ＂球．＄＄
1983 1 03. A I 
t984 1l9.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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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许超前来数控制困(X)I

全员劳动 超前系数值

生产指数 (X), 

＠ @＝@I悠）
108. 10 92. 51
112. �2 88.95 
109.87 91. 02
118. 97 84.02 
95.56 149.• 1 .
91. 50 109.29 
92. 51 108. 10 

108. 95 91. 79 
71. 22 140.41 

115. 33 80. 59
126. 73 78. 91
120. 08 83.28 
122.38 90. 00
80.8◄ 128.70 

113. 07 88.“ 
92. 8� 107. 71

118. 37 8.f.48 
112. 5:1 8 3. oo 
99. I◄ JOO. 87 
9◄. 61 105.70

103. 31 96.80 
9�.86 1 05. 42 

107. 3'3 9父76
9 1. 40 JO兀＄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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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
邺

112. 28 95; 
l姐芯 !02书嘉
102.os IJJ.m 
98. 20 102．切

102. 28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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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55 96 

107. 8! 108.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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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济料价格指数控制困(Y)I

一阶分差 价格指数值 一阶劳分

.(RS) (Y) (RS)

@＝1X-XI-li ＠ ({)= I Y,-YM I 
IOI. 06 

3.56 92. 26 8.80 
2.07 85.31 6. 95 
6.97 69.22 16. 09

65.42 , 97. 48 28.26 
40. 18 123. 19 25. 71 

J. 19 86.10 37.09 
16. 31 93.4� 7.34 
◄8.62 120.�1 26.97 
59.82 103. 23 17. 18 

J. 68 98.75 4.48 
�.37 93.50 5.25 
6.72 82,83 10. 67 

95.26 116. 85 19.97 
I. 56 96.88 14. 05

15.99 IO◄. 96 11. 89 
23. 23 94.46 10. 5 

l. 48 1 OJ. OS 6. 6 
17. 87 102.72 l. 6 6 

4. 8 3 9 6. 1 4 5.98 
8.90 99.77 3.03 
8.62 117. 85 18.08 

I l. 66 101.62 16. 23 
H.22 i l 9. 4 2 17. 8 
15.93 沁．滤 21.04 
3.23 86．的 12.29 
7.积5 100. 96 14.87 
8. 68 96.117 4.99 
8. 6.f 100. 26 ... 29 
2. 31 1:)5.81 6. 55
小45 106.0I 1. 15 

12. 6.f 110.87 s. 91

（上表迳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7〉〉《中国统计摘裘l989〉〉, ＜（＇}小心业经济统计年鉴1988)〉中的有关

资料整理的效据。 其中1975前若丁勾份职工平均工资资料齐全， 该年优妏认为与上年数据相同）

（接下页）

上海财经大学一九九二年招收攻读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MBA)研究生

经 “ 国务院学位办
“

与 “国家教委研究生工作

办“ 批准，我校千1992年向全国诏收攻读工商管理

硕士学位研究生。

一、 招生对象＄ 主要从事工商企寸V管理和经济

管理部门工作，德才兼备，有培养前立的在职千部。

大学本科毕业后， 有四年以上的实际工作经驻。

二、 学 制： 全脱产学习二年半， 在职学习

三年半（限上海市）。

三、 考试科比英语、 数学（微积分与线性代

数）、 政治经济学、 工商企业管理、 综合考试（口

试）。 由我校组织命题， 进行单独考试。

四、 考试日期I 1992年2月。 具体时间以准考

证为准。

五、 招生人数 I 30名。 其中定向10, 委托20

名。

六、 报名日期I 1991年9月20日 一30日。

七、 报名地如上海市中山北一路369号， 上

海财经大学研究生部。

邮政编码I 200083, 申话 I 5422850 

（备有简章， 可函购， 每份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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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据这个控制界限，我们发现1956、1957、1961、1962、1963、1964、1967、1969、
1970年几年的数据超出了控制范围， 舍去这些年份的数据， 为了与<Y)I图保持一致，同时舍
去1955、1958、1959、1965、1974、1976、1978几年的有关数据， 亟新计算(X)I图，（其中
x = 98. 88, Rs = 6. 80)， 最终得到(X)I图的控制界限为：

2.66 2.6� 
UCLx = 98.88+·-3- X6.80=104.91, LCLx=98.88- - 3- X6.80=92.85

57 

4. 计算(Y)I控制图最终控制界限， 其中y =100.54, Rs'=4.02
2.66 2_66 �_ ＿.. . 

故UCLYI= 100.54 + -;-x 4.02 = 104.1,LCL YI = 100.54---;- x 4.02 = 96.98 3 3 

5. 计算选控图(Y)I的控制限。 要对生产资料价格中的非工资性因素进行选控，必须先
建立生产资料价格增长和工资增长之间的数蜇关系。 为了讨论问题方便， 这里仅用 一元线性
回归方程来描述两者的关系， 采用1953一1984年间的32年有关数据， 得到回归方程式为：

y=68.85+0.3432X, 相关系数r = O. 465 

为了检验方程的可信性， 查相关系数的临界值表， 对32个观察数据， 在1％的显著性水平
下，r 3 2丑 ＊＝ 0.449<r = 0.465, 因此回归方程具有可信性。 有了回归方程， 对每个x值就
有相应的y估计值y， 将y-y作为选控值y。，经计算，有下表结果： （表中数据的年份与(X)I, 
(Y)I控制图保持一致）计算Ye和Rs，分别为0.76625和3.937333, 于是选控图(Y) I的控 制

限为：
2.66 

． 

UCL Y ][ = 0, 76625 + S x 3,937333 = 4,26, 
2.66 

LCL YI = 0,76贮5- 飞:---x 3.937333 

= － 2. 7 2

二
、

年份
1953 

1954 

J960 

!966 

1Cc8

1 5,« I

i972

l973 

1975

1977

1979

19&0

1981

1982 

1983

198� 

y 

101. OS

. 92.26

93.H

96.-88

104.96

102. 72 

69. 74 

99.77 

101. 62

98.38

1 oo. 96 

95.97 

100. 7.6

105.81 

106. 96

110. 87 

、2

97.GO

96.38

97.35

96.!0 

102.82

100.47

l 02. 13

99. 07

98.03

97.H

IOI. 18

104. 16

101. 19

100.40

96.87 

103.21 

Y,=Y-Y 

3. 40 

-4.12

-3. 91

o. 68

2.24

2.25

-5.39

0.7

3.59

o. 94

-0.22

一8.19
、-0.93

5. 4 1

8.09

7. 66 

R5= i Y`1-Yd-t i 

／ 
7. 58 

0.21 

4.59 

J. 56 

0.01 

7.64

6. 09

2.89

2.65

I. 16

7. 97

7.26

6. 34 

2. 68

0.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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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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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重新分析历史数据，可见建国以来出现通货膨胀现象的年分期间或前后，其工资和

生产资料价格均有不同程度的异常悄况，或是两个指标同时超过控制图及选控图的控制上限

或是某个指标严重超出了控制图及选控图的控制上限。 为此，我们现在着重分 析 一 下1981

~1985年间的有关数据，其控制图及选控图上的情况如下表：
年份 (X)I图 (Y)I图 (Y)II图 说明意义
1981 正常 正常 正常 工资及生产资料价格均正常
1932 正常 出上界 出上界 工资正常但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异常
1983 正常 出上界 出上界
1984 出上界 出上界 出上界 覃卢、生产资料价格情况均异常
1985 出上界 出上界 出上界 同上

从上 表可以看出1981年工资及生产资料价格两方面都属千正常，但1982年和1985年生产

资料价格上涨很快，1984年、1985年不但生产资料上涨更大，而且职工工资也有大幅度的超

额增长，但是并不存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完全是由于生产资料生产部门职工工资上升引起的

情况，这样使得我国产品成本普遍提高，致使通货膨胀的形成。 因此，我国的通货膨胀具有

成本推动型症状。

对于上述方法的应用必须作如下说明：

1. 本例在计算各个指标的控制图及选控图时，由于资料的限制，个别的只能采用估计

或推算的原始数据， 在选控过程中，为方便起见，用一元线性回归来拟合相关指标的关系，

因此分析的结果较粗，只能得出我国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大致情况。

2. 本例在控制图控制限确定时采用的原则，是鉴于这样得到的控制限包括我国历史上

有关经济情况中的68.3%，笔者认为由于宏观经济较微观经济的复杂性、 不确定性，一般可

采用 X 土＆来确定有关经济情况控制限的正常区域，至于该原则是否合理或精确，可有待进

一步研究。

3. 根据总体分布的不同，有许多不同种类控制图，构成一整套休哈特控制图体系，与

之相应有选控图的体系，本例只是其中一种，在其它场合可以根据总体分布选择合适类型的

控制图及选控图。

4. 本例介绍方法是对经济进行正常与否发出一种信号，对经济发展的情况及趋势起到

一种预警作用，对于具体的引起异常的原因要作进一步分析研究，同时如发现还有异常迹象

出现，必须及时采取适当措施加以解决，否则就达不到预期效果了。

二、 赤字型通货膨胀的定量分析和监控

从我国前几年财政情况来看，由于人为或自然原因， 使财政不相平衡，甚至引起很大差

额， 巨额财政赤字也曾出现。 一种弥补方法就是向银行透支，迫使银行多发票子，例 如 到

1986年财政向银行透支达370.0 5亿元。 这样过度发行货币，导致了通货膨胀的发生，这种情

况就是所谓赤字型通货膨胀。 我们知道赤字膨胀率指标是考察由于财政赤字而引起的赤字型

通货膨胀，它们的公式是： 赤字膨胀率＝财政净赤字／财政支出，既然该指标是用来测定 赤

字型通货膨胀的统计指标，那么能否通过它来定抵分析、 监控赤字型通货膨胀呢？这里设想

用正态分布图控制法。

应当指出，财政要实现收支绝对平衡是相当困难， 即使发生这种情况也是偶然的，暂时

的，在一定范围内财政收支略有差额并不足为奇，关键问题在千是否能将其控制在一个适当

的幅度之内，使财政收支不相平衡不致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若这样的话，就可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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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收与支视为大体的平衡。

从直观上看， 财政收与支之间的差额应该服从正态分布， 不过这种主观上的推测还有待

科学论证。 若财政收与支差额服从正态分布的话， 就可用正态分布控制法实施监控分析。

为了便于计算， 暂用财政收支差额代替财政净赤字， 那么指标相应变为财政收支差率。

现考察1950一1988年间财政收支差率指标值变化情况（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统 计年鉴

1987 »、 <＜中国统计摘要1989>＞整理）。

历年国家财政收支差额表
rk 

J«, 
历年国家财政收支差袄表

年份

，如、0

1951 

1952 

1953 

195�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财政收支

差额金额（亿）

—2.90 

1060. 00 

7.70 

2.80 

16. 10

2. 70

-18.30

6.00

—21. 80 

-65.80

-81. 80

-10. 90

8.30

2.70

'l.50

7. 00

]7.10

一·22.50 

I. 50

o. 90

·`

财政收支

差率（％）

-4. 26 

8.65

4. 3 8

1. 27 

6.54

1. 00 

-5.99

I. 97

丁-5.32

-i 1. 70

-12.51

—-2.97

2.72 

0.80 

0. 13

1.50

3. 16

-5.09

0.42

0.17

年份 财政收支

差额金额（亿）

1970 13. 50

1971 12. 50

1972 0.20

1973 o. 4 0

1971 -7.70

1975 —5.30

1976 -29. 60

1977 31. 00 

1978 10. 10

1 979 —170片 6?

1980 -127.50

1 98 l -25.50

19砬 —29. 30 

1983 -43.50

l984 -H.50

1985 21. 60

1986 —70.6

1987 —79.6

1988 —80.5

f 上气心 `心. ，心 、梦、 ＂ 、 }入心下心，心 • ·.,，金

再对上述资料进行分组并计算频数， 舟频率如下表：

分饵区沁（／＂．） 纭中俄

一7以上 -8
一7～一5 一6

＇， 一5～一3 :坎亡屿 一4
一3～一1 一2
一1.~ 1 。

1~3 2 
3~5 4 
5~7 

了以上

对政收支差半数托衣

院数 杲计悦数 累计炊率(%)

4 
3 
6 
4 
10 
7 
3 

4 , 10.26 
7 17. 95 
13 ''; 33. 33 
17 43. 59 
27 69. 23 
34 87, 18 
37 94. 87
38 97. 44
29 1 O[·. 00

财政收支

差率（％）

2. 08

J. 71 

0.03

o. 05

-0.97 
令

-0.65

3.67

3.68

0.91

-13.39

-10气. ．,51 兮

身, 仁-2 29 
• ·，. ； 

-2.54

-3.37

-2.88

1. 17

-3.03

—3.25

一3.02
乙石立一八己

比
对上述数据用正态概率纸方法验证其总体的正态性， 把上表中列出的组中值和其对应的

累计频率所确定的点生标标在正态概率纸上。

在图中这些点近似在一条直线上。 这样，就可以认为财政收支差率这一指标的数值大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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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从正态分布的，同时，根据正怂概率纸知识，还可以直接在正态概率纸上得到标准差6的
估计值： fj = 3 。

验证了财政收支差率指杯值服从正态分布以后，根据数理统计的理论，就可确定这个指

标值变化的正常区域。尽管由原始数据中得出的分布总体均值与0有偏差，但从理论上讲，
财政收支差率的分布均值应该为0'故在下面的讨论中认为该正态分布的均值µ = 0。数理
统计原理告诉我们，对服从N(µ.,r. 2 )分布的随机变掀来说，在士6、土2 6、士36范围 内
的概率分布为68.3%、95.5%、97.7%，联系上面讨论的问题，我国财政收支差率在土3 %
范围内的可能性为68.3%，财政收支差率在士6％范围的可能性为95.5%，财政收支差率在

士9％时的可能性为99.7%，而超出－ 9 %～9％这个范围的可能性几乎为0。

从历史经验来看，士3％这个范围包括了我国财政收支差率中的68.3%，一般来说就可

以用士3％来确定财政收支差率的正常区域。因为我们现在研究的问题主要是财政赤字，因
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 3％预瞥线价值就更大。如杲财政收支差率在－ 3~3％区域内，
表明财政收支大体处于平衡状态，而如果财政收支差率小于 － 3 %,说明财政赤字已经处千
较严重状态，可能影响整个宏观经济的正常运行。

确定了财政收支差率的正常区域，再回顾一下历史上的情况，财政收支差率小千－3%
即财政赤字较大的年份主要有建国初期的1950年、 “大跃进” 时期、反右运动爆发和自然灾
害影响较探的1953~1961年、 “文革” 爆发的1967年、社会动荡较大的1976年以及商业、粮
食、外贸严重亏损的1979年和粮食、外贸、交通邮电出现较大亏损的1980年。由此可以看出
这些年份之所以有较大的财政赤字现象，是因为有其政治和经济背银的。再联系通货膨胀问

题，近年来通货膨胀较为严重的1985、1986、1987和1988年中，1986、1987、1988年的财政

收支差率超过预警线，均在预警线附近波动，而1985年财政收入大千财政支出，这说明我
近年出现的通货膨胀问题中由于财政赤字而引起的赤字型通货膨胀现象是存在的，具有一定

潜在的趋势，假若不及时采取措施，可能向更坏的方向发展。
要说明的是，在应用正态分布图控制法时，一 些具体处理技术如确定正常区域，不只是

局限于正态概率纸方法，实际中还有常用的其他方法如直方图等。其次，对经济指标进行控

制也不仅仅只有一种正态分布图，只要指标值服从一定的分布，如t分布、x 2分布、F分布

等，同样可以作类似的控制。

三、结构型（或信贷型）通货膨胀的定量分析和监控

所谓弹性指某变量对另一个变量的微小百分比变动所作的反应，若X, y 是经济变盐，

弹性的一般方程式为会[岱它可用来考察两个经济指 标之间增 长速度的比例关忍

对比可以用来分析信贷型、结构型通货膨胀问题。例如对于结构型通货膨胀，一般可以用结
构膨胀率指标来 考察（结构膨胀率指标＝社会货币发行总量速度／社会总产值增长速度），
主要反映货币发行量与经济发展速度是否协调，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因为货币的发

行总量是全社会商品和劳务总和的直接度量，两者应保持一致，换言之，其弹性系数应为 1。
当然我们也可以从货币供应矗和国民收入增长率来考察，其结构膨胀率＝社会货币供应掀增
长速度／国民收入增长速度。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8年） »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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膨胀率数值如下s

4

5

6

7

8

 

98
98
98
98
98
 

份句
1

1

1

1

1

货币供给蜇
262.3 
195.7 
230.5 
236 
370 

国民收入
2652 
7040 
7899 
9361 

11770 

由此可得货币供应增长率和国民收入增长率振幅分别是66.7％和53%， 反映了我国货币政策

和经济增长极大稳定，货币供给增长率超过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时期，是我国通货膨胀比较严

重的时期， 如1958一1960年、 1971一1976年、 1979一1988年三个时期，经计算可以得到结构
年份 1985 1986 1987 1988 
结构膨胀率 1.5 2.5 1.3 2.7 

指标数值呈上升趋势，说明经济结构不合理日趋严重， 1988年最为严重。 这是我 国前几年

的货币政策运行结果：高速度经济增长－习投资和消费基金膨胀-财政赤字-超裁发行货币

通货膨胀、 物价上涨-紧缩政策-再膨胀。 因此， 目前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控制货 币蜇发

行， 使之与经济发展速度相协调，而国民收入则是全社会新创造的物质财富的总和， 货币供

应最也应保持一致。

分析在某个时期两者的弹性系数是否为1' 也就是说要分析发展速度是否协调， 可对两

者某个时期的数据回归，得到如下形式回归方程式s
LogM（货币） ＝a+ blogTPS（社会总产值）

其中系数b就是弹性系数， 它反映两者发展速度的比例关系。

下面我们分析1952一1976年和1977一1978年货币(M)与社会总产值(TPS)的关系

（图中点下的获字为年仅）。

云

5

8 夕 IO

由上图可见， 1952一1976年两者的发展速度比较协调， 但1977年以后情况就不同了，货
币的增长速度比社会总产值的要大许多， 说明经济结构不合理， 投资不合理，导致生产价格

不合理，引起物价上涨， 货币的贬值也即存在结构型通货膨胀。

考察信贷型也同样如此， 可以考察贷款总额的增长速度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之间的

比例关系，反映信贷膨胀情况。

L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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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发展型通货膨胀的定量分析和监控

一般说来，固定资产投资与国民收入两者同步增长是属于正常的，如果全社会固定投资

速度大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说明投资效益低下，经济发展过热， 同时助长了消费膨胀，

而导致通货膨胀，也即发展型通货膨胀。 这里，提出用指数型投入产出表来分析考察发展型

通货膨胀情况，其原理很简单，先把两个时期的价值型投入产出表中对应项的数据相比，得

到表中各项指数，于是重新得出一张投入产出表即指数型投入产出表。 该表设计如下：

． 指数型投入产出简表

尸
中间产品 最 终 产 品

消耗部 门 固定资产投资 圉； Ir肖费基金 1其它合计 品
更新改造 I 积累基金

物消耗质
1

生产折部旧 门 I I I I 

国民收入
总产值

_，-

（表中的数据均以指数型式）

从表中可见，指数型投入产出表的优点是能很清楚地反映国民经济各个重要项目发展的

比例关系，如固定资产积累的增长和流动资产积累的增长之间比例，积累增长和消费增长比

例等。 如果我们要研究分析发展型通货膨胀情况，可以从表中数据考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速度和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之间的比例。

过去通常用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与国民收入使用额的百分比来反映其比的关

系， 但是近几年的投资主体发生了重大变化。 因此为反映实际，就应当分析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其比例控制在30 ％较合适，否则就会失调，但是这几年其比例逐年

上升，85年、 86年为33.9%、 35.6%, 1987年高达37.8%, 1988年达37.2%，其中全民所有

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占国民收入使用额的比重也逐年上升，85年、 86年为23.9%, 23.5%,

87年高达25%, 1988年仍达24.5%。 一般说来，控制在20 ％以内较合适， 这说明投资过于膨

胀， 已造成严重比例失调，势必产生发展型通货膨胀。

借助于这张指数型投入产出表，我们可以从国民收入增长率、 积累率的角度来研究发展

型通货膨胀。 用Y代表国民收入，1代表积累基金， Y'代表国民收入使用额， 其基本模式是：
.t1Y I 。 .t1Y Y' 

=-x-x 

Y。 Y'。 I。 Y。

其意义是＄ 报告期的国民收入增长率取决于基期的积累率以及每单位基期积累基金所增

加的国民收入，基期国民收入使用额占基期国民收入生产额的比例要注意公式的左边是国民

收入生产额的增长率。可比较4Y／立和I。/Y'。来判别固定资产增长速度是否适宜。

一般来讲，如果发展膨胀率（其公式为全社会固定投资增长速度／国民收入增长速度）、

工业产值增长速度（如该指值为10 ％以上，则是超常经济 ），零售物价总指数（如超过两位

数就表明了发生严重消费膨胀）三个指标数值都是上升趋势，就表明出现了发展 型 通 货膨

胀。 我们分别画出对应的这几年三个指数值的三条曲线， 经分析85年、 88年为我国经济发展

型通货膨胀的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