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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格补贴的经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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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在个人的实际收入中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政府财政的各种形式的价格补贴。 最初的
低物价政策部分地是作为社会福利政策，部分地是作为稳定物价水平而提出的。当时人们认为
维持物价的低水平同由市场决定物价并由此决定货币工资的办法相比， 一方面能更好地保障

职工的基本生活水平， 使更多的社会成员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的优
越性， 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稳定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然而自80年代以来， 个人收入中来自这

种补贴的部分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这种补贴性收入的存在，不仅使政府财政负担日益加重、对

通货膨胀形成压力， 而且降低了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各个经济环节运行的效率， 反而
影响了社会的福利水平。

一、价格补贴的定义

关于价格补贴， 人们的定义方法有很大的不同。 狭义的价格补贴只是指粮油和副食品物

价补贴。 还有的定义是除粮油、副食品等物价补贴外， 还包括对住房、公交、水电等公用事
业产品和服务的补贴。 更广义的定义是除第二种定义的内容之外， 还包括政府对所有低价商
品的生产和贸易的补贴， 特别是对亏损企业的补贴。

以上这些定义方法主要都是从政府财政支出的角度考虑的， 它们对中国这样一个以公有
制为主体的经济而言， 显然是过于狭窄了。 因为在中国， 大部分的产品是由全民所有制企业
生产的。 这些企业的收支与政府收支从本质上看没有区别， 它们同属于一个所有者。 因此只
要政府对这些企业所生产的产品规定一个低于市场均衡价格的最高限定价格， 无论政府是否
运用财政支出对企业或消费者进行补贴， 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看， 它实际上都是社会（政府

或全民企业）对购买者的一种价格补贴， 都是对市场价格的一种干预。

根据本文的定义， 我们可以把价格补贴的具体形式划分为三种：

价格补贴A： 低价收购和销售。 这里的低价是指市场价格低于市场均衡价格， 而这里 的
收购和销售是指国营商品流通机构的买卖活动。 这里的对购买者的补贴是从企业的利润中开

支的， 虽然它会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 但与财政开支没有直接关系。
价格补贴B: 低价销售商品， 由政府财政对生产企业进行亏损补贴；或者实行购销价 格

倒挂， 政府对流通企业进行补贴。
价格补贴C： 政府或企业直接以货币形式支付给职工的物价补贴。

二、价格补贴与财政收支

价格补贴政策形成的主要动机之一是保障社会成员的福利水平和基本生活水平。 然而随

着补贴的不断增长， 政府财政对此已日益不堪负担。 从政府财政的收入和支出看， 价格补贴
的影响表现为三个方面：

（ 一 ）直接的物价补贴支出急剧增加（包括价格补贴B的一部分和价格补贴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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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实行国内商品的价格补贴是从1953年开始的。 当时只有絮棉一项。 之后又增加了对

粮食、 油料和副食品等商品的补贴。 现在价格补贴涉及了人们H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从衣、

食、住、行、用到医， 几乎无所不包。

不仅价格补贴的种类在增加， 政府的有关财政开支更是与日俱增。 从全国的情况来看，
1978年刚刚开始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时， 国家财政对物价的补贴还只有11.14亿 元， 然而

到了1984年仅粮、油、棉价格补贴就已高达201.67亿元。 随后由于价格改革的逐渐开展， 政

府减少了对若干商品的购销价格倒挂差价、亏损补贴和对外贸进口粮食、棉花和砂糖等五种

商品亏损的补贴， 从而使有关物价补贴有所减少， 但是由于国内通货膨胀的加剧以及农产品

收购价格的提高，1987年以来国家财政对物价的补贴总额又第二次猛增，1989年这一 补贴额

达 到了370.34亿元（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一1990 »)。

（二）企业亏损补贴支出扶摇直上（价格补贴B的一部分）。

财政补贴开支中除了以上物价补贴以外， 还有一 个很大的部分是对企业的亏损补贴。 在
1978年时， 财政对企业的亏损补贴还只有66亿元左右， 到了1989年已高达600亿元。1990 年

这种企业亏损继续增加， 企业的亏损面已超过了三分之一 。

企业的亏损主要有二个原因， 一是由于企业经营不善， 效率低；二是由于政府有意识地

对某些商品实行低价政策， 造成了 企业入不敷出。 第 一 个原因的企业亏损补贴与本文分析的

价格补贴没有直接的关系， 而第二个原因引起的亏损补贴对政府财政而言是支出， 而对这些

商品的购买者而言， 它构成了一 种隐性的转移支付收入即暗贴。

在现实经济中， 企业亏损的两个原因往往是同时并存的，既有经营不善的原因，也有商品

价格偏低的原因。 由于现有掌握的资料不足， 要在统计 上把这两种亏损补贴分开来是不可能

的， 因此不能简单地把上面引用的亏损补贴都看作是价格补贴。 然而根据其他的资料判断，

企业亏损补贴的急剧上升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价格补贴的增加及其对政府财政的影响。

（三）企业利税半不断下降。

低物价政策不仅造成大盐企业亏损， 从而增加补贴性财政开支， 而且对一 些非亏损企业

而言， 由千低物价政策的约束， 一 方面销售价格不能完全抵偿成本价格（成本价格中包括正

常的税前利润）， 另 一 方面它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在成本价格由于通货膨胀而不断上涨时不能

及时使产品价格也随之作出相应的反应， 因此这些非亏损企业的盈利水平也在不断下降， 结

果这又从财政收入的角度进 一步恶化政府财政收支状况。 在 “六五” 期间， 全部独立核算工

业企业的资金利税率为23.g%。但是到了1989年下降为只 有 16.79%。 而煤炭采选业、石油

和天然气开采业、自来水生产供应业、煤气与煤制品业等工业行业的资金利税率更是降 到

5.5％以下 ， 比银行对企业的贷款利率还要低得多（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 年 鉴

—1988>＞、<＜中国统计年鉴—1990 »）。 同上面分析的企业亏损一样， 企业盈利水平下降的

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在成本价格上涨的同时， 要求企业对此 “ 内部消化” 、 维持产 品 的 低

价， 这不能不是盈利水平下降的原因之一 。

价格补贴政策的存在使财政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不仅财政补贴金额在连年增加， 而且财
政补贴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也不断上升（见图2.1)。1987年的全国财政支出比1986年增加

了117.7亿元，而其中用于财政补贴的增加就占了88.77亿元，占全部财政支出增加额的75％以

上。同期的财政收入只增加了160.25亿元， 这就是说，这一年新增加的财政收入中用于补贴增

加的部分就占了54％左右。 到了1989年全部物价补贴和企业亏损补贴已占了 全国财政支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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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分之一 左右。 即使撇开企业亏损补贴不计，直接的物价补贴也占了财政支出的12.3%，超

过政府财政中对流动资金、 企业挖潜改造资金、科技三项费用、支农生产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

费等各项支出的总和（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一19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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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价格补贴、 财政赤字与价格指数

政府财政支出作为国民经济运行的一种调节手段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而这种调节能力

大小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政府的财力决定的。 日益增加的价格补贴使政府财政中用于其他方面

的支出额受到了严重影响， 从而大大降低了政府对国民经济的调控能力， 影响了国家经济建

设的长远发展战略的实施。 总之， 从政府财政的角度看， 通过补贴来稳定物价水平和职工实

际收入的办法代价过大， 已越来越无法承受， 对此进行改造已势在必行。

三、 价格补贴与经济效率

政府财力无法承受价格补贴的沉重压力实际上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而且从理论上石只

是比较次要的一个方面。 真正的问题还在于价格补贴扭曲了市场价格信号， 干扰了整个经济

的正常运行， 降低了经济活动各个环节的效率。 因此， 如果说财力的窘迫是改革价格补贴的

外在压力的话， 那摆脱由价格补贴带来的效率低下就是进行改革的一种内在要求和动力。

（一）市场均衡价格与经济效半。

所谓市场均衡价格是使市场供求相等的价格或者与供给价格、 盂求价格同时相等时的价

格。 由千在这一价格下， 市场供给与需求相等， 同时由千这时消费者对新增加的一定蜇商品

所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刚好等于生产者为生产这一新增商品所发生的边际成本， 因此如果改

变资源配置， 再多生产或少生产一个单位这种商品， 或者再多消费或少消费一单位这 种 商

品， 经济效率反而会降低。 所以生产、 交换和消费在市场均衡价格下运行的效率最高（这就

是理论经济学中的帕累图最优—Pareto Optimum)， 这时的社会福利因此也最大。

（二）价格补贴A与经济效平。

前面已提出， 价格补贴A就是指低价收购与销售。 这一形式的补贴对经济效率造成的损

失是显而易见的。 从商品供给来看， 它同商品的价格一般都是正相关的， 即市场价格越高，

供给埴就越大， 反之就越小。 因此， 只要实行价格补贴A, 价格人为地压在市场均衡价格之

下， 企业就会内在地要求降低产量， 有关商品就必然出现短缺现象。 如果这时企业仍然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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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需求或者指令性计划进行生产， 商品的成本价格就不可能被市场价格完全补偿， 而企业

的再生产活动就不可能正常地进行下去。 我国多年来一直在借助千行政命令或舆论宣传工具

呼吁企业多生产一些市场面求屈很大的短缺商品， 如黑布伞、 热水瓶胆和苏打饼干等， 但是

这些商品中的大部分仍然经常性地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而其他一些商品虽然在指令性计划

下保证了市场供应， 但最终这些企业产品的产蜇、 品种、 质哥、 款式等都很难有较大发展，

缺乏企业应有的活力和后劲。 这些实际上就是上述价格补贴政策对生产影响的一个很好的证

明。 生产的效率主要休现在能够按照市场需求合理地配置资源， 生产出消费者需 要的 商 品

来。 而价格补贴A恰恰使生产企业不愿意把产措扩大到市场所需要的数量， 这无论对企业 的

收益还 是对消费者的福利都是一种损失。

价格补贴不仅会影响被补贴商品的生产， 而且由于它扭曲了被补贴商品和其他商品的相

对价格， 还必然会影响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 造成整个国民经济生产的低效率运行。

从商品的需求和消费看， 它们一般与商品的价格有负的相关关系， 即价格越高， 需求和

消费就越少， 反之就越多。 而价格补贴A人为地降低商品的市场价格， 低估有关商品及其生

产要素的真正的经济价值， 这就会导致以下结果： 一是刺激人们对这些商品的过度需求和消

费， 加剧市场供求矛盾。 二是由于补贴商品短缺， 除了开后门之外， 只能通过抢购或凭票供

应才能得到商品， 因此最需要这些商品的人不一定能如数得到商品， 而得到这些商品的人不

一定就是市场上需求最强的人。 这也就是说， 价格补贴A必然带来商品使用的低效率。

再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看， 由于对商品进行价格补贴， 按低价出售， 因此， 第一， 买得越

多， 得到的福利就越大。 而控制了这些商品货源的人实际上就控制了福利收入的分配权。 在

补贴商品短缺的条件下， 补贴商品的货源就可能变成一种权力商品， 并为一些人的寻租活动

（以权谋私）提供了客观条件。 第二， 消费者的实际收入由于购买被补贴商品而增加了， 这

样势必进一 步影响消费者对被补贴商品以及其他商品的需求般， 改变消费结构， 从而使市场

进一 步偏离消费者的原有均衡， 使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受到影响。

交换、 消费和生产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 价格补贴不仅会对生产以及交换和消费各自

产生影响， 而且还可能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一些更复杂的现象。 其中特别值得一 提

的是， 由价格补贴A刺激起来的过度需求和消费会产生一种虚假的市场信号， 诱导国民经济

计划的制定者作出错误的决策。 这也就是说， 在存在价格补贴A的情况下， 不仅生产企业必

然会合乎逻辑地作出错误的决策， 减少商品供应量， 而且政府的经济计划工作者也很可能会

根据被扭曲的市场信号错误地从相反方向把生产计划指标扩大到超出实际的市场需要。

（三）价格补贴B与经济效半。

与价格补贴A不同， 实行价格补贴B时一方面低价出售商品， 另 一方面对企业的亏损 进

行补贴。 由于对企业进行了直接的补贴， 这些企业生产的产品的数狱就会增加。 价格补贴 A

引起的市场短缺以及由此带来的效率损失就会减轻甚至消失。 同时由于生产的产蜇增加了，

企业的上缴税收也可能会增加。

然而企业亏损补贴的存在， 使政府财政开支增大了， 而财政开支的增加可能小于也可能

大于补贴后生产增加带来的税利增加。 因此， 运用得当， 价格补贴B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可 能

会比价格补贴A要小。 但是如果对企业补贴过多， 效率损失可能反而会增加。

根据补贴后商品的供求关系， 可以把价格补贴B分为三种情况。 而这三种情况下经济效

率的损失程度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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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补贴后供求相等。 由千商品是低价出售， 市场伽求被人为扩大， 因此这时的供求相
等， 就意味着商品供给大千均衡产最。 这也就是说资游在这些行业已被过庉利用。囡！果这些
资i原本来就是短缺的， 这时后果就更加严重。

二是补贴后供给增加到与市场均衡价格相对应的盂求相等， 但小了低价出售时的超额需
求。 这种适措的补贴是价格补贴A和B中对效率造成的损失较小的一种。 由于供给量等于 均
衡产量， 因此不存在生产要素配置的低效率问题。 当然这种适措补贴在现实中很难把握， 它
要求相当的市场信息。

此外由千这时销售价格低于市场均衡价格， 市场上仍然是供不应求， 因此前面关于价格
补贴A对交换、 消费和分配方面经济效率的影响的分析， 绝大部分在这里同样有效。

三是补贴后市场供不应求， 同时供给量也不等于市场均衡交易蜇。 这与价格补贴A相比
虽然在商品出售价格与市场均衡价格差额既定的条件下供求矛盾要小些， 资源配置的效率损
失要小些， 但价格扭曲的性质是一样的， 因此对价格补贴A的各种分析在这里完全适用。

（四）价格补贴C与经济效斗。
与价格补贴A、B不同， 纯粹的价格补贴C是一种明贴， 它不涉及产品售价 的扭曲， 因

此对产品生产和交换方面的效率基本没有影响。 但是价格补贴C对工资（也可以看作是劳动

力的 “价格” )收入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在现实中， 价格补贴C主要是对副食品等基本生活消费品物价补贴。 它基本上是按职工
平均地发放的。 但实际上这几年物价上涨的范围远远超过副食品等基本生活品， 已是通货膨
胀， 因此这时不是使整个工资上涨， 而只是平均地补贴基本生活费用， 结果必然部分地冲销
原来就不大的收入分配差距， 不利于实行按劳分配， 调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

以上对价格补贴的三种形式作了抽象的分析， 然而现实中的补贴往往是几种形式混合在
一 起的， 这样虽然增加了分析的复杂性， 但是问题的实质基本上还是一祥的。

四、价格补贴与通货膨胀

设立价格补贴的原意之一是保持低物价水平。 而在一定的条件下价格补贴A和价格补贴
B的确可以控制物价水平，降低物价上涨率。

然而价格补贴作为控制物价水平的手段只在短期中才具有实际的政策意义。 把它作为一

项长期的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 作用不仅有限， 有时甚至是很危险的。 通货膨胀的原因一般
总是与货币超额发行有关， 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迫使货币超额发行的总需求过热或者成本上
升等因素。 因此发放价格补贴， 用行政办法管住物价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相反地， 物
价补贴（这里指价格补贴B和C)发得越多， 财政开支负担就越重， 对 货 币超额发行的压力
就越大，从而物价上涨得也就越快，而物价上涨得越快， 价格补贴也就越多。 近十多年来我
国的物价补贴、 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并驾齐驱连番上涨（参见图4.1)，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说
明了在经济过热、 资源短缺的条件下， 价格补贴至多只可能在短期中缓和通货膨胀矛盾， 而
在长期中很可能会与物价上涨互为因果、 互相作用， 成为持续性通货膨胀的一个原因·

五、 几点结论

综上所述， 可以得出以下儿个结论， 第一，价格补贴扭曲了市场价格， 从而刺激消费，
（下转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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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企业从体资产实力和风险承受能力。 由于企业的

重大经营决策要由弦韦会和职代会决定， 这就真正
体现政企分开和弥补了乡镇企业承包责任制中普遍

存在石负盈不负亏的弊端， 避免由于经营者经立与

管理水平偏低和职工包生沾费向现象而导致企业

决策失误和破产的风伦。 同肘某体资产大于入股金

额心品分为借用资金， 不承担经苔风险， 即仗企业

经营状况不好， 也要优先收取占用费， 如采企业友

生亏损或破产， 则要按股份来补信， 彻底改变了从

体包下来的做法。 至千企亚提取生产风陓基金和职

工渠体基金股， 性阮还足左体经济， 仅在股份份额

上享受分红， 也决不足屈个人私有。

2. 闱动经营名和生产者两个方面积极性回

莲。 实行股份合作制， 不论经凸者和生产者都足企

业股份的灼有者， 既是土人， 又是为动者， 肋者风

险共担、 收益共享、 亏损共闭，l入」而能够做到门肉
相连， 同舟共济， 增强］职上向上人订页任感。 介

业里有了职工的个人财产， 丘业盈利可多得， L..Jj员

是股份的本金， 必然使职工自觉地行使起生产经营

管理好企业的民主权力， 从而改义了承包责任制中
职工对生产不关心， 并和承包人之间在经济利益上

布对立情绪的伏况， 大大增强f企业的凝崇力和回

心力。

3. 增强企业自找飞控能力， 克服企 业短期竹

为和承包制中的讨价还价现了，队的问跃。 义 rj股份合

作制后， 企业于部和职工在一忑程度上成为企业所
有者， 个人利益与企业的及展紧紧地捆在一起， 一

荣俱荣， 一损俱损。 他们名氐眼前利益们， 不得不

考氐企业的长远发展， 决不愿抚竭泽面渔， 拼反

备、拼消耗， 滥发钱物守众韦也就相应得到抑制，

客观上起了强化企业的自我约未仇；切的作用。 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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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过去承包基数和积消比例上争议较多， 承包基
数订得越低越好， 积消比例定得越高越好， 甚至达

不到基数或亏损时， 年终要照顾多尸些， 形成变相
“大锅板” · 而川沙印机！这方面悄况正在逐步消

失，近两年分配上控刮很严，把结余的钱放在奖励基

金里，1990年底纪余了37.8万元，真是瞻前顾后， 合

理安抖，句终再不到乡经营笸理办公室去争去要。
4． 从中和动员困散在职工手中的消费基金转

化为生产基金问题。 这里可能有些同志有意见说：
“他们入股后拿股息要比银行个人存储利率皊 ” 。

从直观上看这些同志是有道理的。 其实在试点中这

样做是为了使职上放心，有一生吸引力。 企业资金

短缺也向银行贷款同样支付利息， 不过 “章程” 中
规走股皂和分红控制在股额30%， 与乡联社股只分

红是股钡f'.J30%）己同样的。 这样说明-下， 大豕就

可削解fo

5. 行政机构由对企业的直接干祯变丿J间接干

狈的转变回匙。 乡镇企\[]'大多数是乡（镇）或村从体

经改组织且长投女或扶扽创办起来的， 因曲过多地
受到行政支配， 虽一再强调放权， 或者实行承包，

但在资广所们权反有变革的估况下， 企业实际拥有

的经牧权足仪在限的， 仍难摆脱行政机构的束缚。

企业的盈亏风陓还是压在集体经济组织上，决不

允许放任自流， 还要时刻关心承包经营者的能力，

以及生产经营的决策， 不得不进行干预。 实行股份

合作制， 改支所有权的一元主体为多元主体，作丿J

集体经硝组织从烂多元主体中的一元， 弱化-J钉政

直接十纨企业的权力。 同时企业日常亭务由鱼巾会

选聘厂长进厅日理， 与行政机构脱钩， 企业成为真

正具有从人地位的经济实休， 自利于政企分开。

（上接第42 页）限制生产， 干扰资源的合理配置，降低整个困民经济的运行效率。 第二， 价格

补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物价水平， 但补贴过多会恶化财政收支状况， 反而造成通货膨胀

压力。 第三， 从总体上看， 价格补贴弊大于利， 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和社会福利水平的

提高，应该尽可能减少价格补贴， 让价格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

当然这里还有两点要说明： 一是价格补贴在一定条件下有缩小分配差别、 刺激某些商品

的市场需求、 促进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等功能， 因此对于具体商品的价格补贴改革应作

具体分析。 有些商品的价格补贴可以在一定时期内部分地保留， 分阶段地逐步减少或取消。

二是在存在抑制性通货膨胀的条件下（货币发行过多， 通货膨胀压力存在， 但是物价因受政

府控制上涨不多）， 取消价格补贴， 放开价格， 就会使物价总水平的上涨受到两个方面的压

九货币超发性通货膨胀和价格改革性通货膨胀。 对这时的价格补贴改革应取慎重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