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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胀压力正在升高

张茉楠

用 “冰火两重天” 来形容去年发

展中国家通胀、 发达国家通缩的格局

再恰当不过。 不过， 眼下， 在全球流

动性泛滥、 席卷全球的极端天气以及

近期中东地缘政治的动荡等多重因素

影响下， 全球所有国家都不可能独善

其身， 通胀正有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

国家蔓延的趋势， 全球整体性通胀的

特征愈发明显。

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让局部波

动和风险扩散到整个经济体系， 物价也

不例外， 这种价格联动使得 “第二轮全

球通胀效应” 越发明显。 联合国粮农组

织数据显示，

1

月份全球食品价格指数

为

231

， 比上月上升

3.4

个百分点， 已

连续

7

个月上升， 为粮农组织

1990

年

开始统计全球食品价格以来的最高。 全

球谷物与软商品期货价格再创新高， 其

中棉花更是创美国南北战争

150

多年以

来的高位。

1

月份， 作为大宗商品龙头

的布伦特原油现货价格月度环比上涨

8.54%

， 同比上涨

22.9%

； 贵金属方

面， 通胀忧虑加速国际黄金和白银价

格上行， 国际金价再次突破

1400

美

元， 中国面临的输入性通胀压力达到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高点。

去年以来， 率先走出金融危机阴

影的多个新兴经济体经济过热、 通胀

“高烧” 不退， 尽管以货币紧缩方式对

抗通胀， 但形势依然比较严峻。

IMF

数据显示， 目前新兴经济体平均通胀

率提升到

6%

以上， 并有向发达经济体

蔓延的趋势。

1

月份， 欧元区通胀率同比上升

2.4%

， 高于

2010

年

12

月份的

2.2%

，

增幅创下

27

个月新高， 其中德国通货

膨胀率升至

2%

， 为

2008

年

10

月以来

的最高水平， 而英国通胀形势更是加

速抬头， 英国

1

月通胀年率跳涨至

4%

， 比央行目标水平高出一倍， 贸易

加权指数本周早些时候一度升至

5

个

月高位； 美国虽不及欧洲通胀压力大，

但

CPI

环比上涨

0.4%

， 同比上涨

1.6%

， 也为

7

个月以来的新高， 就连

长期受通缩困扰的日本， 通胀也有抬

头的迹象。

1

月日本国内企业物价指数

为

103.9

， 同比上涨

1.6

个百分点。 这

不仅是日本企业物价指数连续第

4

个

月同比上涨， 也是自

2008

年

11

月以

来首次出现较高涨幅。

美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是全球金

融市场和通胀预期的风向标。 近期，

美国债收益率一路飙升，

10

年期一度

涨至

3.7%

； 而

TIPS

利差也迅速上涨，

创造了去年四月份以来的高点， 这说

明发达国家的通胀形势已经引起了市

场的担忧。

事实上， 由于原材料涨价效应

沿供应链条传导需要时间， 真正的

价格压力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全面显

现， 届时将进一步推高全球通胀水

平。 在这一形势面前， 提前启动加

息进程是大概率事件。 就美国而言，

会在赤字、 就业与通胀压力之间寻

求平衡点， 这也决定了 “政策退出”

和巩固经济复苏之间的艰难平衡会

让美国加息决定比较谨慎， 但是目

前市场长期实际利率的升高会对美

联短期联邦利率形成倒逼机制 ， 美

联储货币政策调整的时间窗口很可能比

我们预想的来得更早一些 。 而欧洲方

面， 欧洲央行官员表示： 我们已准备在

需要时果断、 迅速采取行动。 我们的目

标相当明确。 为了避免非固定型通胀预

期， 我们必须在需要时改变货币政策立

场。 这透露出为应对通胀趋势加息的政

策信号。

此外， 一些资源型国家如澳大利亚、

挪威、 新西兰等已率先 “退出” 经济刺激

计划， 并且短期内有随时加息的可能。 经

济复苏比欧美迅速、 且存在资产泡沫和通

胀风险的国家如印度、 韩国、 巴西等很可

能早于美国加息， 全球正在为预防通胀恶

魔而厉兵秣马。

通胀压力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升高， 将

在金融危机之后再次让我们切身体会到什

么叫 “经济全球化， 风险全球化”， 只有

充分认识到这一风险， 才能更有效地作出

应对。

（作者单位：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

防止经济大波动

关键在科学管理通胀

瞿玉杰

中共中央政治局

2

月

21

日召开会

议， 讨论“十二五” 规划纲要草案稿。

会议强调，

2011

年是 “十二五” 时期

开局之年。 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

续性、 稳定性， 提高针对性、 灵活

性、 有效性，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

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处理好保持经

济平稳较快发展、 调整经济结构、 管

理通胀预期的关系， 防止经济出现大

的波动。

与

2010

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

2011

年经济工作的要求相比， 此次中

央政治局会议在 “稳增长、 调结构、 防

通胀” 的基础之上， 首次提出了 “防止

经济出现大的波动”。 这一细微的变化，

既是对我国经济过去 “一放就热、 一热

就收、 一收就死、 一死又放” 教训的总

结， 也是中央政治局对当前经济形势的

预警， 将对降低、 甚至基本消除经济结

构调整和通胀预期管理等调控政策可能

给我国经济增长带来的消极影响发挥积

极作用。

当前有可能导致我国经济出现较大

波动的最主要因素， 依然是物价。

2

月

2

日， 温家宝总理在山东省曲阜市考察

时指出： “今年我们经济工作的头等大

事， 是稳定物价。” 应当看到， 根据中

央 “增加供给、 加快流通、 稳定市场”

的要求， 经过央行和各级政府的共同努

力， 目前我国稳定物价总体水平的最困

难时期虽然已经过去，

CPI

也由

2010

年

11

月份的

5.1%

下降到今年

1

月份的

4.9%

， 但是通胀压力依然十分巨大。

国内方面， 能源价格上涨冲动依然不

减、 劳动力成本大幅上涨大势已定、 夏

粮主产区旱情依然形势严峻。 国际方

面， 发达国家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继续

推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和通胀预期上

涨， 人民币升值和热钱流入压力继续加

大。 所有这些因素， 不仅可能进一步推

高通胀预期、 给

CPI

带来巨大压力， 而

且也可能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带来更大的

不确定性。

世界各国管理通胀预期的实践告诉

我们， 管理通胀预期对宏观经济来说是

一把 “双刃剑”， 适度管理有利于宏观

经济的发展， 过度管理却会导致宏观经

济出现较大波动， 甚至使宏观经济 “元

气大伤”。 由此， 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

么我国央行要分多次调整银行存款准备

金率和利率， 而不是 “一步到位”； 由

此， 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实行的经济 “休克疗法” 真的差

点让俄罗斯经济 “休克”。 具体到管理

通胀预期所采取措施的效果也存在双面

性， 例如加息， 一方面， 为应对物价过

快上涨， 亟须上调利率使银行存款利率

转 “负” 为正； 另一方面， 持续加息又

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国际热钱涌入、 企业

（特别是中小企业、 民营企业） 融资成

本上升、 楼市风险加大等不利因素。

能否有效降低风险是管理通胀预期

成败的关键。 为此笔者以为， 在现有行

政和金融手段的基础之上， 政府在管理

通胀预期的过程中应当在方便中小企业

融资、 降低企业和个人税费等方面加大

力度， 这既是将经济出现大波动风险降

至最低的需要， 也是公众热切的期盼。

旱灾凸显农业发展思路亟待转变

陆志明

2011

年初北方冬麦旱情再度将中

国粮食安全问题推到了前台。 近期媒

体的相关报道表明， 这一问题可能日

趋严峻。 联合国粮农组织 （

FAO

） 认

为新兴经济体正面临通胀考验， 粮食

问题突然变得严峻起来； 俄罗斯粮食

联盟组织表示， 俄因遭遇旱灾，

2011

年

2 -3

月将会出现 “粮食赤字 ” ；

IMF

最近出炉的报告也指出， 中国北

方冬麦旱情可能会提高对国际粮食市

场的需求， 从而进一步推高国际市场

的粮价。

虽然目前黄淮、 华北地区的受灾

面积还未达到

2009

年

1.41

亿亩的高

点， 但实际上今年的旱情却可能比以

往更为严重。

2009

年

2

月中下旬之后

连续出现明显降水， 大幅缓解了之前

的冬季旱情， 而今年

2

月份降水量仍

很有限。 且进入

3

月份之后， 冬麦开

始返青拔节， 对水量需求会有大的提

升， 此前若不做好抗旱灌溉工作， 将

直接影响到黄淮、 华北这一冬麦唯一

主产区的夏粮收成。 一旦夏粮歉收，

那么粮价、 物价很可能会出现滚动上

升的连锁反应。

正如温总理所言， “保粮价” 就

是 “保物价”， 粮食安全对国计民生的

重要性不言而喻， 此次北方冬麦旱情

充分反映出我国目前的粮食安全与农

业发展思路亟需改进。

首先， 粮食主产区的地域分布状

况有待调整。 由于城镇化与工业化的

推进， 许多传统农业生产大省已经开

始从粮食 “净流出” 转为 “净流入”。

如传统 “鱼米之乡” 的江浙沪、 “天

府之国” 川渝等， 目前已经大规模向

工业中心过渡。

原本最为优质的粮食主产区可耕

种土地面积逐渐减小， 而中西部大开

发、 东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中部转

移又开始蚕食次优的中部粮食主产区。

还有至关重要的一点是， 中西部地方

政府日趋依赖土地财政， 而土地财政

将会不断侵蚀城郊优质的农业用地。

从而使原本捉襟见肘的可耕地面积进

一步收窄。 目前东南部优质的耕地资

源消失， 中国农业还可以转向中部，

虽然气候和灌溉成本可能有所提高，

但仍可延续。 而一旦中部也开始进入

工业化阶段， 西部可供开发的耕地资

源极为有限， 那么中国的粮食安全将

会受到较大的冲击。

其次， 造成目前农业发展后续乏

力的主要原因还是市场化程度较低，

农业发展积极性不高。 我国政府长期

以来虽然强调农业是立国之本， 三农

问题是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但是在

实际问题处理中却仍然沿袭计划经济

时代的 “以农养工” 思路。 限制农产

品价格， 客观上起到了提高工业品相

对价格的效果， 推动了工业经济的超

常规发展。

这种发展模式带来的最直接结果

就是———农业经济始终难以得到正规

市场化的发展机遇， 政府保护收购价

实际上演变为政府 “限制收购价”。 按

照政府目前公布的

2011

年小麦收购价

格， 价格最高的白小麦也仅

95

元每百

斤， 比

2010

年上涨区区

5

元。 折合为

大宗商品交易单位， 亦不过

1900

元

/

吨。 与

2

月

11

日郑商所强麦主力合约

1109

达到的历史新高

2999

元

/

吨相比，

实在有点过于廉价。

这也难怪时常可以听到媒体报道粮食

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农民收入增长有限甚

至个别地区还出现亏损的新闻。 虽然政府

与大型企业在上游生产领域实现价格限

制， 但其真实价格水平还是会在下游流通

领域得到体现。 这也是为何即便政府保住

了上游价格， 却始终无法抑制食品价格、

甚至通胀在下游扩张的根本原因。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必须加

大农业现代化和市场化的力度， 放开农产

品价格限制。 只有当市场给出合理的价格

信号时， 社会资源 （包括外出务工的劳动

力） 才会大规模进入农业生产领域， 从而

推动农业现代化与产业化。 从根本上解决

农业用地规模不断缩减， 农民收入始终无

法得到有效提高的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一国工业经济发

展到一定的阶段， 如果工农业不能协调发

展， 资源依然向工业不断倾斜， 一方面投

入产出效率会递减， 另一方面也导致农业

部门效率持续低下， 拖累整个经济平衡发

展。 目前的农产品供给深受灾害天气影

响， 并导致价格快速上升， 推高通胀压力

就是典型的例证。

（作者系交通银行金研中心研究员）

Call a Spade a Spade

直言不讳

规避铁路债务危机

应切实引进民间资本

吴睿鸫

2010

年国家审计署国外贷援

款项目审计服务中心出具的关于铁

道部

2009

会计年度的审计报告显

示，

2009

年末， 铁道部负债总额

已达到

13033

亿元。 从

2006

年至

今， 铁道部发行铁路短期融资券、

中期票据以及铁路建设债券共计

5627

亿元， 目前已兑现的还不到

1000

亿元。

尽管铁道部官员曾向社会公开

声明， 中国铁路整体债务水平上

看， 处于安全、 合理、 可控水平，

高铁发展不会导致债务危机， 但是

从现实来讲， 形势不容乐观。

民生银行发布的 《

2010

年中

国交通运输业发展报告》 显示， 快

速增长的债务融资规模使得铁道部

门在

2009

年支付的利息已达到

400

亿元以上， 未来可能超过

1000

亿元。 不仅如此， 根据调整后的

《中长期铁路网规划》， 到

2020

年，

全国铁路营运里程将达到

12

万公

里以上， 其中新建高速铁路

1.6

万

公里。 这

1.6

万公里高铁的建设资

金， 将有一半以上来自债务融资，

从

2014

年开始， 铁道部将迎来还

债高峰。

虽然现在铁路建设资金的融

资渠道很多， 如银行贷款、 债券

融资、 铁路建设基金、 保险融资

资金等， 但随着铁路建设规模的

急剧膨胀以及铁道部负债率的陡

然增大， 融资已成为目前颇为棘

手的难题。

为进一步加快铁路建设效率和

拓宽融资渠道， 铁道部曾于

2005

年

7

月出台 《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

非公有制经济参与铁路建设经营的

实施意见》， 紧接着

2006

年

6

月铁

道部又推出 《“十一五” 铁路投融

资体制改革推进方案》。 虽然这些

政策颁布实施已有四五年时间， 但

投资多元化的市场融资模式没有任

何形成的迹象， 尤其是民营企业资

本仍不敢向铁道部伸出 “橄榄枝”。

究其原因， 一方面是民间资本

没有话语权。 对于铁路投资而言，

铁道部的资本动辄数千亿元， 民间

投资顶多数十亿， 所占份额太少，

进去以后参与决策权的机会几乎没

有。 如果非要投资， 就必须 “组

团”， 形成一股合力， 但这对于财

大气粗的 “铁老大” 来说， 还是个

稚气未脱的小孩子， 要想拥有话语

权， 简直比登天还难！

另一方面， 回报难以兑现。 按

常理讲， 有投资就应该有回报。 可

是， 现行的铁路财务核算模式， 主

要考量全行业盈亏， 而非企业盈

亏。 具体程序是， 各铁路局将收入

统一交到铁道部， 铁道根据运营情

况按一定系数返还。 这意味着， 每

个铁路局的收入， 并非是真正的收

入所得， 每个局也称不上什么企

业。 可以想见的是， 投资者连自己

管辖的经营收入、 成本和利润都无

法控制， 民间资本的投资回报同样

也不可能得到有效保障。

更为重要的是现行铁路行业的

政企不分。 各铁路局和铁路分局作

为铁路运输企业， 虽然名份上分别

是一二级法人， 但并不真正拥有法

人财产权， 也没有自主决策、 独立

经营和财务核算的权力， 所以， 它

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营主

体。 而铁道部不仅掌控着经营决

策， 掌握着财务清算制度的命运，

而且负责行业运行规则的制定和监

督， 这种高度合一的体制， 必将导

致政府与企业间的权责边界不清，

效率低下。 如此以来， 民间投资

者难免对铁道部的双重身份， 心

存疑虑。

因此， 要想规避铁路债务危

机， 目前首要的任务是激活民间资

本投资铁路建设的热情， 铁道部

政企分开， 惟有体制变革， 让民

间资本在铁路投资中拥有话语权，

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规避铁路债务

危机。

铁矿石谈判

争话语权首先要自身硬

王旭东

主导了中国钢铁行业数年来

进口铁矿石谈判的中钢协主要领

导罗冰生和单尚华

21

日宣布退

休 ， 随着铁矿石年度谈判的终

结， 曾经参与、 影响着中国铁矿

石谈判的 “元老” 的退休， 被业

内视为 “铁矿石谈判旧时代的结

束”。

旧时代的结束， 通常意味着新

时代的到来。 但是， 在铁矿石谈判

上未必能那么容易迎来新时代。 在

铁矿石谈判 “旧时代”， 由于中国

方面缺少话语权， 在进口铁矿石时

总是硬不起来， “中国模式”、

“中国价格” 在一次次的谈判中化

为乌有。

在铁矿石谈判上， 套用中国

一句俗语 “打铁需要自身硬 ” 。

留有严重计划经济色彩的国内铁

矿石价格双轨制改革问题， 还有

各大钢企之间、 大钢企与中小钢

企之间相互拆台问题、 铁矿石里

的 “含腐量” 问题等使得中国钢

铁行业在谈判中硬不起来。

随着元老的退休， 谈判者必

将换将。 但是， 在基本谈判格局

没有变化的情况下， 人的因素不

是决定性因素， 我们不能忘记一

个最基本的市场规律———供求关

系决定市场价格。 话语权靠谈判，

更靠市场。 国土资源部相关负责

人曾表示， 中国

2009

年发现

50

亿吨铁矿， 同时中国还有很大的

铁矿找矿潜力， 即使中国

3

年甚

至更长时间不进口， 铁矿资源也

有保障。 中钢协会长邓崎琳也表

示， 到

2015

年， 我国自产铁精矿

的供给能力将由现在占总需求量

的不足

40%

， 提高到

45%

左右；

进口铁精矿中的权益矿比例也将

有较大提升， 预计将由现在的不

到

15%

， 提高到

50%

以上。

当然， 我们不能坐等铁矿石

“自给自足” 时， 才自然生成话语

权， 这等于放弃争取话语权。 其

实， 钾肥谈判的成功经验就可以

借鉴 。 在我国钾肥对外依存度

67%

、 此前的多次谈判败北的情况

下， 去年初 ， 中国谈判小组与

BPC

（白俄罗斯钾肥公司） 签订了

2010

年度钾肥海运销售合同。 该

合同量为

100

万吨 （

20%

上下浮

动）， 到岸价为

350

美元

/

吨。 这一

价格较当时国内现货价低

17%

，

打破了国际巨头价格垄断的梦想。

在大宗资源类商品的进口上， 如

何争取话语权， 功夫在谈判桌上，

更在谈判之外。

中国铁矿的新发现与新采掘、

进口铁精矿的权益矿增加， 为 “自

身硬” 创造了好的条件， 但这只是

问题的一个方面， 而非全部。 要想

增强在谈判中的主动性和话语权，

还要解决好自身存在的体制性、 机

制性问题。 面对国际巨头的价格垄

断， 我们不能全部寄希望于 “自给

自足” 来解决问题。 争取国际话语

权， 是中国企业， 尤其是诸多国企

的共同责任和努力方向， 无论有多

么艰难， 都不能放弃。

政策扶持已多年， 国企轻松赚大钱。

产权名归全民手， 肥水难到众人田。

惠及员工最慷慨， 上缴红利却可怜。

名至实归才公正， 国企理应多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