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眼下控制通胀成为中国经济的头

等大事， 中国的通胀问题是短期的还

是长期的， 是输入型的还是流动型或

是成本推动型的？ 确实是我们必须要

搞清楚的， 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对症

下药。

涨价是对长期要素价格失衡的回补

通货膨胀不管何时何地都是一种

“货币现象” 的弗里德曼式经典表述， 其

实往往产生一定的片面性， 易使人们简

单地在观察认知时， 把物价上涨完全等

同于货币过多， 进而又唯一地在对策方

略上， 把抽紧银根作为解决问题的不二

法门， 而事实上， 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

并没有那么简单， 中国通货膨胀的背后

反映的是中国宏观经济中的长期性结构

问题， 单纯的行政手段或是紧缩货币，

效果未必尽如人意。

从某种程度而言， 中国当前全面的

价格上涨应该是对长期以来要素价格失

衡的一种回补。 从全球范围看， 当代发

达国家进入了长期的后工业化进程，

并且展开了水平分工体系， 也同时形

成了发达国家之间的价格体系。 而发

展中国家由于工业基础相对落后， 只

能与发达国家展开水平垂直分工， 即

主要以原材料和初级加工产品与发达

国家的深加工产品交换， 由此不断拉

开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

展水平差距。 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过程

中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其全球化分工体

系， 由于国际竞争激烈， 发展中国家

产品被迫接受较低的价格， 并压低各

种生产要素的价格。 这样就形成了发

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高低相差悬

殊的两种价格体系。

长期以来， 我国由于较为丰富的劳

动力资源供给和廉价的劳动力， 企业

得以克服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

用， 以低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内

外市场上获得优势 。 此外 ， 处于低

要素价格状态 ， 包括 低土 地成本 、

低环保成本、 低资金成本 ， 这在一

定程度上造成中国以低价的 “中国

制造 ” 出口全球， 并通过贸易顺差

回流境内的格局 。 对于发展中国家

来说 ， 长期保持经常账户顺差意味

着穷国向富国输出资本 ， 以便为富

国的消费和投资提供融资来源 ， 形

成了中国补贴全球生产成本 ， 补贴

美国消费者福利， 补贴全球化红利的

失衡格局。

“刘易斯拐点” 推动要素价格重估

而今， 中国低劳动力、 低要素价格

的情况将发生重大改变， 即超过或临近

“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转折点” 是工

资水平的转折还是劳动力供求的转折？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主要描述了发展中

国家在起飞阶段的发展形态， 表现为传统

部门为现代部门提供 “不变制度工资” 和

“无限供给” 的充裕劳动力。 但这种状况

将随着经济发展而发生变化， 亦即出现

“转折”。 根据刘易斯的观点， 现代部门扩

张之初的一段时间里工资将保持不变， 之

后经济发展进程将面临第一次转折， 工资

水平从不变制度工资开始上升。

当前， 中国正逐步走出第一阶段，

这预示着， 资本的原始积累初步完成，

劳动力的低工资时代即将结束， 劳动报

酬将加速上升。 这意味着现代工业部门

已经不能再用 “不变工资制” 来吸收

“无限供给” 的劳动力， 工农业产品的

剪刀差正在供求不平衡推动下逐步回

补， 这样工业部门的利润有可能越变

越薄 ， 更多的资金从实体经济出走 ，

尤其在流动性的推动下资本品价格

（某种程度上农产品也可被视为类资本

品） 将以更快的速度上涨。 而另一方

面， 技术进步较慢， 低端劳动密集程

度较高的农业部门将出现剧烈的价格

上涨。 农产品和一些非贸易部门价格

的快速上涨， 系统性地推高了整体的

CPI

中轴水平， 因此， 中国当前的通货

膨胀不仅仅是输入型或是流动性驱动

型的， 而是要素供给赶不上货币需求

的结构失衡型通胀。

这就引出更大的问题， 既然某种程

度上要素成本的提高是当前通胀的重

要推手， 那未来一系列要素价格改革、

收入分配等体制机制性的改革还要不

要推进， 会不会因为恐惧通胀又把该

做的事搁置了， 中国如何在管理好通

胀与推进中国经济中的重大改革进行

有效的平衡？

“需求管理” 向 “供给管理” 转变

未来中国将进入全面的要素重估阶

段， 管理通胀的正确的长期取向应该是：

实现由 “需求管理” 向 “供给管理” 转

变， 通过 “供给管理” 加强经济社会中

的薄弱环节， 也就增加了宏观经济中

的有效供给， 加大要素投入的力度和

制度改进， 通过技术创新、 人力资本

积累以及劳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

化解要素成本上升带来的通胀压力 ，

同时包括利率市场化、 打破价格垄断

定价， 改变国民财富分配在内的一系

列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一定要有序

推进，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价格

信号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 扭转利益

分配失衡的格局。

（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

究员）

据报道， 国家发改委对违规高价批

发销售柴油

8

家企业的公开查处在市场

上引发了连锁反应， 从

24

日起， 为避

免挨罚， 地方炼油厂集体不再提供公

开报价， 柴油批发贸易转入地下。 值

得关注的是， 挨罚的企业不过是冰山

一角， 柴油批发市场正呈现出集体违

规的怪象。

发改委高调处罚违规售油的企业，

目的就是敲山震虎， 让油企收敛一些。

可是， 面对发改委的公开惩罚， 油企却

玩起了 “潜伏”， 转入私下交易， 真实

批发价格仍然超出发改委的最高限价。

而最为讽刺的则是， 按照发改委规定

的价格， 贸易商根本买不到油。 这一

貌似荒诞的情景， 实际上是宣告发改

委干预油价失败， 油荒不会因拍死几

只 “小苍蝇” 而终结， 只要垄断石油

资源的 “老虎” 还在， 油荒就随时有

可能爆发。

我国的油价是受管制的垄断价格，

如果在石油期货价格平稳时期， 倒不会

有太多问题。 但是， 我国已严重依赖于

进口石油， 却没有掌握石油定价权， 当

国际石油期货波动较大的时候， 就会迅

速传导至国内； 而当市场化的石油价格

撞到垄断的成品油价格之时， 就难免会

引发冲突， 垄断油企基于利益考虑， 必

然会权衡得失， 最终形成涨多跌少、 涨

快跌慢的局面。

因此， 油荒只是表面现象， 真相是

垄断油企阻碍市场， 油价无法形成市场

化价格， 也就扭曲了市场供应， 垄断油

企掌控着产业链条， 民企、 消费者只能

仰望鼻息， 任其宰割。 发改委的调查结

果， 也证明此前盛传的 “拉闸限电造成

油荒” 是谬论， 真实的情况， 就是垄断

油企仗着优势地位， 制造供应紧张气

氛， 任意抬高批发价格， 造成下游企业

不堪重负， 从而引发大面积的油荒。 而

在转入私下交易之后， 发改委将更加无

力查处， 仅凭行政手段， 已经无法彻底

解决油荒了。

近日， 随着国际石油期货下跌 ，

国内柴油批发价也跟着小幅下跌 ，

而这一价格联动， 则表明国内油价

与国际价格渐趋同步 。 但要想达到

一致， 就得打破垄断局面， 让外资、

民营企业参与竞争 ， 进而形成市场

化价格。 打破垄断油企的利益链条，

将促使经营主体多元化， 并能实现

储油于民的战略目标 ， 从而摆脱油

荒困扰 ， 让消费者享受到竞争带来

的利益。

评 论

Commentary

A3

2010年 11月 26日 星期五

主编：何敬东 编辑：吴智钢 组版：红 江 E m ail:P P LL18@ 126.com ��电话：0755-83501640

张茉楠

财经

漫画

石化双雄领首张罚单

要素价格重估需要全面供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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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辣手整饬内幕交易“圈子文化”

据 《华尔街日报》 报道， 美国联邦

监管机构已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内部交易

案调查， 涉及全美多个投资顾问、 投资

银行家、 对冲基金和共同基金交易人及

分析师。 监管机构正在审查是否存在多

重内部交易的团伙， 它们是否非法获得

总计数千亿美元的利润， 当局计划在今

年底之前对其中一些案件提起控告； 调

查的另一个重点是核实高盛集团的银行

家是否通过泄露交易信息使某些投资者

受益， 但高盛发言人拒绝就此发表评论。

实际上， 自美国金融危机以来， 美

国监管部门打击华尔街 “黑幕” 的举措

就开始升级。 以 “帆船内幕交易案” 引

发的对冲基金内幕交易丑闻冲击波为

例， 就曾不断波及到越来越多的知名金

融机构和著名企业并将之 “拖下水”。

早在

2009

年

10

月， 美国警方就曾拘捕

了相关

6

名嫌疑人，

2009

年

11

月美国

司法部又宣布起诉了第二批共计

14

个

嫌疑人， 与此同时，

FBI

逮捕了其中的

数名嫌疑人。 这批嫌疑人包括对冲基金

经理、 证券交易公司的高管、 律师、 评

级公司穆迪的分析师， 以及一些

IT

公

司人员。 值得关注的是， 这些涉案的关

键人员几乎全是印度裔人士， 呈现出了

一个少数族裔群体的 “内幕消息网络”。

与亚洲等新兴证券市场内幕交易更

多呈现出的 “亲属团” 特征相比， 圈子

文化似乎一直是华尔街内幕交易的重要

载体， “帆船内幕交易案” 里的印度裔

圈子只是各类内幕交易圈子中的一个浪

花而已。 因为社交圈子是传播内幕交易

的重要渠道， 社交圈子和族裔圈子的

混合体往往是内幕交易案的最常见载

体， 此前轰动一时的香港有关人士涉

及 “道琼斯内幕交易案” 某种程度上

也属此类。

除了社交圈子， “工作圈子” 和

“利益圈子” 的结合， 往往会出现上市公

司高管集体内幕交易案件的发生。

1996

年底至

1997

年初， 在美国

3COM

公司的

股价飙升至其历史最高位的时候， 包括

3COM

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副总裁、 董

事在内的

10

名高级管理人员， 在大约

78.125

美元的价位上卖出了大约

89.6

万

股的公司股票， 通过非法内幕交易将

5930

万美元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因为该

内幕交易案存在高管利用虚假陈述等证

券欺诈行为推高股价从而 “高位出货”

的事实， 数名投资者将

3COM

公司告上

法庭并提起集团诉讼，

3COM

公司及其

10

名高管人员最终被判向投资者赔偿

2.6

亿美元的投资损失。

只要有资本市场的地方， 内幕交易

事件必然就会时不时的像雨后的毒蘑菇

一样悄然出现， 这几乎已经成了一个定

律。 不过内幕交易虽然在不同时代背景

的不同投资市场会用不同方式重复演

绎， 但从其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来看，

每一次内幕交易事件的频繁爆发期都必

然会伴随着一次打击内幕交易的风暴期

出现， 并对此后多年的市场风气和文化

澄清产生潜在影响， 而金融危机之后往

往都是打击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的

活跃期。

游资要打击

更需给制度化出口

国家发改委近日发文称，

种种迹象表明，游资炒作和不

法经营者采取欺诈、 串通、哄

抬、囤积等不正当手段操纵相

关商品价格，是农产品价格上

涨的直接推手。 这是发改委连

续第三天在官方网站发文就

如何贯彻 “国

16

条” 做出论

述。

为遏制农产品价格的非

理性上涨，国务院早在

5

月

26

日，就专门召开常务会议研究

决定，一旦确认游资炒作农产

品，发改委将根据相关价格管

理办法进行严厉处罚。

进入

7

月份后，爆炒农产

品的 “带头大哥”———吉林玉

米中心批发市场有限公司被

处以

100

万元的顶格罚款，紧

接着，山东物价局又对某大蒜

经销商处以

10

万元的罚款。

然而，重罚过后，并未吓倒农

产品的“炒作家”们，“豆你玩”

的闹剧继续重演，

3

天时间，每

斤绿豆的价格就飞涨

1.8

元。

可是，国家用行政手段对

“豆你玩”、“蒜你狠”、“辣翻

天”狠狠打击后，随后又出现

了一股股农资产品涨价潮：生

姜涨价———“将你军”，白糖涨

价———“糖高 宗 ”， 苹 果 涨

价———“凭什么”

......

此起彼

伏，按下葫芦飘起瓢。

面对行政干预农产品价

格的严重失灵，我觉得，很有

必要站在更加宽泛的视角，来

深入探究 “豆你玩”、“蒜你

狠”、“将你军” 背后的真正成

因，以求破解之策，否则，一味

地向游资施压， 只会扬汤止

沸。

“豆你玩”、“蒜你狠”、“糖

高宗”背后成因，一方面是货

币流动性过剩，从而导致游资

畅游农产品领域。 央行统计，

2009

年全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共计

9.59

万亿元 ， 几乎是

2008

年的两倍。如此高的流动

性必然产生资产泡沫，推高物

价。 尤其是今年

4

月份以来，

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遏制房

价过快上涨， 在这种背景下，

大量资金退出和楼市，农产品

便成为一些游资的投机炒作

目标。 天量般地发行货币，会

让通胀走完一个圆满周期，从

资产品价格， 到生产成本，再

到最终消费品价格。 而农产品

的炒作，通常被看作是资产泡

沫的落幕戏。

与此同时，公共服务严重

缺位。 毋庸质疑，与小麦、大米

等主要农产品相比，国家对绿

豆、大蒜、辣椒等小宗农产品

的确缺乏有效的公共服务。 具

体讲，既没有成型的价格干预

和补偿体系，也没有相应的储

备投放市场平抑物价；既没有

服务于菜农、 果农的公共冷

库，也没有用政府信誉建立起

来的半公益、半市场化的中介

组织。 类似公共产品的缺失，

不仅难以使农民在市场上“强

硬”起来，而且也给游资带来

了生存的空间。

更为重要的是，反映出民

间资本生存空间的狭窄。 在爆

炒农产品资金中，有相当一部

分是民间资本。 当民资有钱无

处花时，就变成了游资。 游资

并非天生偏爱炒农产品，而是

被逼无奈，才转向农产品。 这

反映出民资的合法投资路径

很少。

对付当前农产品的涨价

潮，要对症下药。 首先国家应

果断出台宏观调控政策，减少

货币流动性。 其次，政府应多

向农产品提供公共服务品，从

而做好小农户与市场的直接

连接，压缩游资炒作空间。 更

为重要的是，要给这些游资以

制度化出口。 具体讲，就是抓

紧落实今年

5

月份国务院实

施的《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

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

见》， 让民间资本尽快拥有广

阔的投资天地和空间。

经济时评

实话实说

中国当前全面的价格上涨应该是对长期以来要素价格失衡的一种回补。

两种价格体系形成了中国补贴全球生产成本， 补贴美国消费者福利， 补贴全

球化红利的失衡格局。 而今， 超过或临近 “刘易斯拐点”， 未来中国将进入

全面的要素重估阶段， 需要实现由 “需求管理” 向 “供给管理” 转变， 加

强经济社会中的薄弱环节， 增加宏观经济中的有效供给， 加大要素投入的

力度和制度改进。

油企“集体违规”彰显垄断之痛

制图

/

李宏宇

谁是游资炒作物价的推手

究竟谁是农产品价格上

涨主推手？ 多个部门曾经认识

不一。 发改委认为游资炒作是

主因；而农业部官员表示，炒作

不是农产品价格上涨主因；国

家统计局总经济师更认为农产

品不具有投资品的特性。 显而

易见，如果诊断不一样，对于“价

格疯涨病”的治疗就不一样，相

关部门能否进行一次会诊？

天气原因、 供需失衡、游

资炒作是不同部门眼中农产

品价格上涨的主要推手，但我

更认同游资炒作， 原因很简

单，从基本面上看供应并不短

缺， 而价格却是轮番上涨，农

产品市场更是频现投机者身

影。 可以说，游资炒作推高这

一轮农产品价格，已成为部分

官方机构与经济学界的共识。

那么，谁又是游资炒作的

推手呢？ 这个问题似乎不言自

明：货币发行过量。 但我们不

能把板子打在货币身上，而应

该去追问发行货币的人。

为应对后金融危机

,

监管

者不断出台积极的财政政策

和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些政策

的本意是刺激经济增长、支持

实体经济，然而，大量游资炒

楼、炒农产品，人们禁不住要

问，货币发行量为何没有根据

实体经济需要“量体裁衣”？ 监

管者发行的天量货币究竟多

少真正进入了实体经济？

为避免货币超发引发物

价继续上涨，金融监管者一方

面采取加息、提高存款准备金

率等手段来收缩流动性，另一

方面严查信贷资金炒作农产

品。 但这些举措到底能收到多

少实效还是一个未知数。 因

而，金融手段调控物价的力度

和频率还值得反思。

经过金融手段调控，是否

意味着农产品价格就能回归

理性？ 答案显然是“不一定”。

因为是多头资金参与农产品

价格炒作， 既有国内资金，据

说又有国外游资。毫无疑问，多

头资金炒作农产品也与我们长

期以来的投资渠道过于狭窄有

关， 而国外热钱流入农产品市

场也与缺少监管有关， 有关部

门不该为此深刻反思吗？

在有关部门连出重拳控制

物价的背景下， 国际著名投资

银行高盛集团日前再次鼓吹农

产品价格上涨， 其在最新报告

中，大幅上调了大豆和棉花价

格预测， 而调整后的玉米、大

豆和棉花价格预测远高于此

前的远期价格曲线。 高盛集团

这次鼓吹农产品价格是拿“耕

地战争”来炒作，为此，我们要

有所警惕。 这是因为，中国各

地的菜地减少，已经让公众尝

到了蔬菜价格快速上涨的苦

果。 当城镇化、房地产与农产

品争夺有限的耕地时，我们不

得不从农产品价格上涨中去

反思耕地问题。 以北京为例，

北京市郊的菜地面积已从

17

万亩缩减至

1

万亩以下，蔬菜

自给率仅为

10%

。我们是否进

行过这方面的深刻反思？

冯海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