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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的企业性原因及共治涅对策

蔡才德

（一 ）

当前 一个不可忽视的世界性经济现象，就

是一定的经济发展伴随 一定的通货膨胀，这种

经济现象已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 通货膨胀不

仅表现为价格总水平持续上涨的现象，同时也

表现为是一种货币价值不断下跌的现象，也就

是说，货币流通量超过社会物资供应量．

今年以来，团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物价

持续上涨，且一直居高不下，出现了经济增长与

物价上涨并存的局面，若这种态势继续下去或

反复发作，必将对改革与发展产生极其不利的

影响． 因此，迅速找出根本原因，遏制住通货膨

胀，既是能否保持住社会稳定局面的前提，又是

当前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关系的

关键和首要任务．
（二）

长期以来，我国对通货膨胀主要采取控制

物价，收紧银根的
“紧缩政策气可是我国正处于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生活长期存在着总需

求大于总供给的矛盾，仍需要大力发展生产，增

加有效供给，以满足社会的需求．而实际经济运

行总是不能摆脱 “膨胀 一一紧缩 一一 再膨胀

一一再紧缩 ＂ 的轨迹，这主要原因是治病未治

本．须知经济总运行的基点在企业，企业经济运

行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国家的经济环境．因此，抑

制通货膨胀首先要分析企业的经济运行状况，

从中剖析导致通货膨胀难以遏制的深层次原

因 I

第一，企业利润虚增引起财政虚收．这次通

货膨胀，表现为由成本推动，主要反映为帐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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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生产成本低于实际生产成本，造成产品成本

中物化劳动消耗失实，虚增企业利润，其结果是

企业多留，财政虚收．

第二，企业资金补偿不足引起信贷压力．主

要表现两个方面：首先，是企业的资产不实，其

帐面原值远远低千重置成本．由千物价上涨和

重置标准提高，而企业的固定资产却一直以 “ 币

值不变原则 ”进行历史成本汁价核算，使资产原

重置成本的差额越拉越大．如1978年新增房屋

的造价为每平方米150元左右，1988年增加至

600元以上，到1993年巳增至2000元左右，相

当于1978年的14倍．加上长期来折旧率偏低，

使固定资产帐面原值大幅度低于重置成本，根

本无法在实物上实现固定资产的更新和保值，

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企业靠信贷进行固定资产

改造和扩大再生产的行为，从而加重信贷压力，

其次，成本补偿不足，产品销售后回收的货币资

金远远不能抵偿企业简单再生产所需要的资

金，从而使等量的流动资金的购买力不断递减，

为要维持原有规模的生产水平或适当扩大再生

产，企业必然向银行要求增加贷款． 日积月累，

迫使银行的流动资金贷款一增再增．在来自千

全国强大的借贷压力下，银行预先计划的贷款

规模 一再突破，最终必然导致货币发行量非经

济性增长的现象越演越烈，从而加速通货膨胀．

第三，对千亏损企业在不能扭亏为盈的时

候，没有及时让其清算破产．亏损企业到了资不

抵债的程度后，应迫其破产清算，以通过拍卖资

产，迅速回笼当初投放出去的货币资金，避免其

长期停留在市场上冲击物价，造成通货膨胀．亏



损企业的最大症结是产品卖不出去，无法用产

品从市场上收回货币资金，这祥一来，他们当初

投放到市场上去的货币资金，就停留在市场上

冲击物价，成为形成通货膨胀的 一个原因．

（三）

从企业的角度来分析，引发通货膨胀的原

因也许不止以上三点，但有 一 点可以肯定，上文

中所提到的几点原因，无疑是当前导致通货膨

胀的深层次原因． 既然原因已经查到，那末，接

下来的任务是要寻找治理它的对策．

L借鉴西方国家的现行成本会计（也称现

行价值会计），来确切反映资产和成本的实际价

值和金额．

这种计性方法所要的计量结果不仅仅是由

于通货膨胀而引起的货币购买力变动，还要求

较确切地反映重置资本所需要的金额． 其特点

是不改变货币计量单位，而改变历史成本的计

价基础，一律采用现行重置成本估价． 因此，其

优点是更确切地反映了各项资产的实际价格，

收入和成本的配比较真实，收益接近于实际，从

而提高了会计资料的有用性．这祥，不仅使资产

和成本的帐面价值比较接近于实际，填补了资

产和成本补偿不足的缺口，从而使企业的利润

额计算比较准确，避免了财政的虚收现象，国时

也为企业维持简单再生产或扩大再生产提供了

可靠的资金来溉，从根本上削减了通货膨胀的

潜在威胁．

2．加强银行的改革力度，使银行对市场的

宏观渭控机制得以强化．

(I)在适度放松企业涴动资金的同时，关键

是要建立起 一套借贷机制． 一方面使贷款人不

能无止境地要贷款，只有当投资或经营的预期

经济效益高于贷款利率时才能贷款；另一方面，

贷款只有在确认对方能按期还本付息时才能

给，贷款前，还要对企业的资信程度和项目效益

进行认真考察．

(2)要适当调高贷款利率，建立起以市场调

节为主的利率升降机制．贷款需求过大时，利率

会自动上升，反之，就会下降． 当利率自动上升

时，资金成本跟着增加，效益较差的企业就会自

动收缩生产规摸或经营而宁愿放弃贷款，对效

益不是很好的投资项目，企业就会主动削减，而

不会通过贷款去盲目上马，千是，整个社会的资

金需求量就会自动降下来．另 一方面，利率的调

高又会使储蓄的吸引力增加，就会刺激城乡居

民积极储蓄． 而这两者有利千通货膨胀的紧缩

和构价的回落．

3. 对那些长期不能扭亏为盈的亏损企业，

应下决心按《破产法》的规定实施破产清算，减

少资金的损失，缓和对市场物价的冲出力．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破产或被兼并是

不可避免的．为此，我国应建立资产清理清算体

系，包括清理清算的时间范围和要素范围，清理

清算的方式方法和计价方法以及入帐方式，清

理清算后的分配程序等。

总之，只要我们从经济总运行的基点 一一

企业的分析人手来研究通货膨胀的深层次原

因，然后对症下药，既治表更治本，通货膨胀的

治愈将是指日可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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