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胀形势凸显经济深层次矛盾

张茉楠

3

月份宏观经济数据再次凸显中

国经济深层次调整的巨大压力。 一面

是生产价格指数 （

PPI

） 在

28

个月以

来首现负增长， 一面却是消费价格指

数 （

CPI

） 同比上涨

3.6%

，

PPI

与

CPI

之间的 “价格差” 越拉越大。

PPI

的负增长表面， 实体经济需求不足，

企业难以把上游的成本上涨压力转嫁

出去；

CPI

增长超预期表明 “通胀阴

霾” 远未散去， 如何实现经济结构调

整下的 “价格闯关” 再次进入人们的

视野。

事实证明， 中国控通胀绝对不能

盲目乐观， 当需求型、 货币型以及输

入型通胀消退的时候， 成本型通胀却

正在逼近。 从中国通胀发展的未来趋

势看， 尽管短期内推动物价上涨的因

素可控， 但长期压力难以得到根本性

缓解， 要素等成本推动型价格上涨将

成为中国新的通胀压力。

从某种程度上说， 中国当前价格

总水平的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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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在丰富的劳动力

资源供给下， 企业得以克服资本边际

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 通过以低廉的

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获得

竞争优势。 低要素价格 （包括低土地

成本、 低环保成本、 低资金成本） 在

一定程度上造成中国以低价的中国制

造风行全球， 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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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 低廉的劳动力和资源条件

正在失去， 经济发展将面临高成本阻

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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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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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物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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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资源日益紧张， 资源要素价

格扭曲对于经济可持续发展、 产业结

构升级以及产业空间布局均造成了严

重的影响。 未来一个时期， 依靠劳动

投入和资源要素投入的产能将受到来

自 “市场” 和 “政府” 两个方面的制

约， 经济由于面临高成本阻力， 其增

速也将逐步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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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未来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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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在管理

好通胀与推进重大经济改革之间进行有

效的平衡， 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一般来说， 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会

在短期内造成比较剧烈的波动， 形成比

较大的外部冲击和经济压力， 而成本推

动型的通货膨胀， 影响会相对温和，

但它也将是长期的、 全面的和复杂的。

成本推动型通胀会使得做实体经济的

企业感受更明显， 如果成本大幅提高，

但销售价格却不能有效提高， 那么在

双向挤压下， 很多实体企业的利润就

会迅速变薄 ， 甚至可能陷入所谓的

“三明治陷阱”。

未来中国将进入全面的要素价格重

估阶段， 管理通胀的长期取向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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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

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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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油倒推定价与

市场经济基本精神背道而驰

肖国元

2012

年

3

月

19

日， 国家发改

委决定自

20

日起将汽、 柴油价格

每吨提高

600

元， 相当于

90

号汽

油和

0

号柴油零售价平均每升分

别提高

0.48

元和

0.52

元。 提价后

国

Ⅲ

标准

93

号汽油每升

8.21

元，

粤

Ⅳ

标准

93

号汽油每升

8.37

元。

此番油价涨幅远超

350-400

元

/

吨的市场预期。 对此国家发改

委解释说，

2

月

8

日成品油价格调

整后， 受伊朗核危机等因素影响，

国际市场油价大幅攀升。

2

月下旬

和

3

月上旬， 美国西得克萨斯原油

和英国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分

别达到每桶

109.8

美元和

126.2

美

元， 均创

2011

年

4

月份以来的最

高水平。

2

月

24

日， 国际市场三

种原油连续

22

个工作日移动平均

价格上涨即超过

4%

， 到本次提价

前涨幅已超过

10%

。 因此， 国家

相应提高了国内汽、 柴油价格。

国内成品油之所以涨价， 是因

为国外的原油也涨了。 在价格管理

者看来， 这是合情合理、 天经地义

的事。 不过， 即使消费者抱怨油价

上涨， 但大多数人大抵也认同这样

的涨价逻辑。 然而， 这样的逻辑是

有问题的。 那么， 究竟该怎样评判

这样的涨价逻辑， 怎样看待成品油

与原油价格之间的联动关系？

倒推定价并非常态机制

从学理上讲， 成品油定价机制

本质上就是倒推定价法。 我们知

道， 一般而言， 商品的价格是由各

种成本加上利润构成的。 成本包括

原材料成本、 人工成本、 财务成

本、 销售成本、 运输物流成本以

及不同环节中间商的利润等。 用

数学等式来表示， 就是商品价格

P=

原材料成本

R+

工资

W+

财务成

本

F+

销售成本

S+

运输物流成本

T+

利润

M

。 假如

A

商品的价格定

为

P

， 那么根据上述理论， 我们可

以列出下列等式：

AP=Rp+Wp+

Fp+Sp+Tp+Mp

。

从上述等式可以看出， 当商品

价格一定时， 其各个组成部分的

数额大体上也是可知的， 各有一

个确切的数目。 因此， 如果将价

格进行分解， 我们可以清楚地知

道各部分在总价格中所占的份额。

于是， 我们似乎可以在总价格已

知的前提下， 核算出各种成本的

数目。 或者， 在知道总价格变化

比率的前提下， 根据其组成部分

在总价格中所占的比重， 我们同

样能够计算出各部分在变化条件

下的成本价格， 由此确定各部分

对总价格的贡献率。

在我国， 许多没有实现市场定

价的商品与服务的价格就是以这种

思路为基础制定的。 也就是根据商

品价格的组成部分所占的比重， 确

定商品的最终价格。

从静态角度看， 这种将总价格

分解成几个组成部分的做法没什么

错， 也与当时的实际情况相吻合。

即在总价固定、 成本各组成部分固

定、 利润固定的前提下， 各因素之

和等于总价格。 同样， 将总价格分

解， 也可以得知各因素的数值。 就

像

10=3+3+4

与

3+3+4=10

两式恒

等一样。 但是， 如果以为商品价格

都能如此确定， 并且将这样的做法

固定为所谓的 “价格形成机制”，

那就大谬不然了。

价格的本质是刺激与奖励

其实， 价格的实质是变化， 而

不是静止不变。 不仅价格总数是变

动不居的， 其组成因子更是千变万

化。 这就是市场的魅力与生命力所

在。 如果价格是固定不变的， 或

者按着一个固定的比率变化， 那

等于说， 不管企业是否尽力， 不

管员工是否努力， 都可以风雨无

忧， 稳坐钓鱼台了。 这分明丧失

了竞争求变的市场精神， 是一种

养懒汉的机制， 与市场经济的基

本精神格格不入。

而将组成商品价格的各部分看

成是固定不变的， 或者是按照一个

固定比率变动的机制固化在商品价

格形成机制中， 更是荒诞不经。 这

种定价机制会彻底消弭生产者的积

极性、 创造性与进取心。 由于各自

的价格都能如数计入总价， 这样一

来， 原材料供应商可以稳赚不赔；

工人懒洋洋， 不求上进， 每月可以

工资照拿； 物流运输业老牛拉破

车， 照样能分享利润； 其他中间商

偷工减料， 也可以得到自己应有的

一份。 这就是倒推定价法的实质。

假如这样的局面持续下去， 世界会

变成怎样， 是不难设想的。

成品油形成机制的后果

国内的成品油定价机制就是

按照上述思路设计的。 用公式来

表示， 就是： 成品油价格

=

原油成

本

+

炼油成本

+

包括炼油厂、 批发

商以及零售商等在内的各个环节

的利润。 在这样的机制下， 原油

价格是成品油价格的刚性组成部

分， 价格高低对于油商而言无所

谓， 反正都能计入成本由消费者

承担； 而炼油厂只不过对原油进

行加工提炼， 利润早就有定数。

即使亏损， 炼油厂还可以借口非

市场定价受憋屈向政府申请财政

补贴。 因此， 其技术工艺无足轻

重， 管理创新也变得可有可无。

因为这些都不影响自己的利益。

而其他中间环节的价格基本上也

是固定的， 比如体制内的加油站，

它们每销售一升

93

号汽油， 可以

获得

1

元钱的价差， 因此经营利

润基本上是固定的、 有保障的。

在这样的定价机制下， 我们看

到的就是， 石油巨头对国际市场行

情的漠不关心， 对市场机会的视而

不见。 他们不会关心市场波动， 不

会用心思捕捉市场机会低价购进原

油； 他们更不会挖空心思， 冒险利

用对冲机制降低原油成本； 而炼油

厂同样可以养尊处优， 衣食不愁。

至于加油站， 现实告诉我们， 那更

是一块大肥缺， 不动用额外的关

系， 是开不了加油站的。

这就是成品油形成机制所产生

的经济效果， 也是消费者不得不面

对高油价的根本原因。 如果不改变

这样的定价机制， 石油市场就会充

斥着一群好吃懒做、 不求进取的懒

汉与蛀虫。

至于官方针对消费者抱怨油

价 “涨多跌少、 涨快跌慢” 而开

出的 “缩短油价调整时间、 加快

油价调整频率” 的处方也是换汤

不换药。 这种做法， 表面上与国

际市场衔接更密切了， 似乎成品

油价格会更实际地反映国际原油

价格的变化， 但这只是貌合神离。

变的是油价的随行就市， 不变的

是油商购进的都要计入成本， 不

变的是商家的利润是有保障的。

而这恰恰是反市场的， 不可能从

根本上引爆商家的积极性、 主动

性与创造力。 不管市场风多高、

浪多急、 风险有多大， 他们照样

可以躺在这样的定价机制上清点

自己的利润， 永远像生活在风平

浪静的世外桃源而高枕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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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用品涨价潮令人忧

岩雪

近期， 包括奶粉、 食用油、 快餐、

洗发水等在内的民生用品纷纷酝酿涨

价， 部分快递企业也已经展开针对部分

淘宝卖家的涨价行动。 据中国上市公司

舆情中心观察， 目前舆论普遍担心民生

用品频频调涨， 会推高未来几个月的消

费价格指数 （

CPI

）， 进而提高老百姓的

通胀预期。

近两次民生用品涨价， 食用油都

是 “带头大哥”。 上一轮国内食用油价

格涨价潮在去年

7

、

8

月份， 当时， 金

龙鱼豆油、 菜油和调和油

3

个品类整

体价格都在上调， 而每次先涨价都有

行业老大挑头， 其他企业趋之若鹜，

此次也不例外。 同时日化产品、 奶粉

等食品、 日用品也加入涨价行列。 它

们的推波助澜， 民生用品又可能迎来

新一轮 “涨潮”。

农产品方面，

3

月份前半月价格涨

幅回升， 大葱价格暴涨，

10

元仅能买

两根， 引发全国范围广泛关注； 成品油

方面，

3

月

20

日的涨价幅度为多年来

最大， 油价由此全面进入 “

8

元时代”，

再创历史新高。 一波还未平息， 一波又

来侵袭。 此起彼伏的涨声， 让民众生活

成本上升， 心理压力也骤然增大， 通胀

预期上升。

央行发布的问卷调查报告就显示，

今年一季度有

62.9%

的居民认为物价

“高， 难以接受”。

此前有媒体报道， 清明节期间兰州

市爆发食盐抢购闹剧： 超市人头攒动，

价格

1.5

元的绿色精制碘盐， 市民纷纷

20

袋、

30

袋地往家扛； 各大超市、 小

商铺的绿色精制碘盐很快被抢购一空，

市民又赶到中盐批发点抢购， 最快时

6

吨食盐不到一天就卖完了。 还有就是

每次成品油涨价前后的油荒和囤油更

是成为常态， 这些均是通胀预期加深

的表现。

最关键的问题是， 不能让通胀预期

继续恶化下去。 温家宝总理去年曾说

过， “通胀预期比通胀本身还要可怕。”

今年

2

月份

CPI

迅速回落至

3.2%

， 创

下

20

个月以来的新低， 基于此， 很多

人认为， 经过连续调控通胀已经渐行渐

远， 通胀的预期已经降低。 然而， 通胀

压力似乎还挥之不去。 由于蔬菜价格明

显反弹， 再考虑成品油价格的上涨因

素，

3

月

CPI

因此被推高， 而近期国际

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引发的宏观政

策的调整， 更可能对未来物价走高产生

很大的影响。 因此， 面对眼下的种种价

格上涨一点也不能忽视。

今年全年

CPI

涨幅控制目标为

4%

，

从目前形势看， 平抑物价并非易事， 但

不论出于民生利益还是经济社会发展全

局考量， 想方设法降低公众的通胀预期

是当务之急。 事实上， 政府并非对通胀

预期无从下手， 所能采取的措施也很多

样。 比如约谈限制垄断国企的涨价冲

动， 遏制基本资源性产品的非理性上

涨， 从而减轻下游企业的成本压力。 采

取大规模减税、 缩减政府行政支出、 压

缩政府投资项目等方式， 实行让利于

民、 不与民争利的发展模式， 帮助民众

抵御生活成本上涨压力， 打造节约型的

政府。 同时， 回笼过于泛滥的货币， 开

放垄断行业限制， 鼓励民企进入， 从而

缓解货币贬值压力， 提高社会生产力，

用发展来战胜通胀。

（作者系中国上市公司舆情观察员）

经济去房地产化是一个渐进过程

袁秀明

数据显示， 自

1998

年住房市场化

改革以来， 房地产投资占整个固定资产

投资比重绝大部分时间在

20%

以上。

近十几年来， 房地产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已不言而喻。 面对经济增速持续放缓以

及调控政策不放松局面，

2012

年

2

月

份房地产投资增速仍然保持在

27.8%

的

高位， 投资额占整个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也达到

25.63%

的水平， 可见房地产业

对稳增长的贡献功不可没， 房地产兴衰

对中国经济的意义不可低估。

近些年房地产发展与经济增长高度

相关， 房地产繁荣时期对经济的拉动作

用相当大， 而房地产萧条时对经济的负

面影响也很大， 可谓是 “荣也地产、 枯

也地产”。 进入新世纪的头几年我国经

济高速增长， 房地产投资大幅度增加，

房地产价格持续上升， 在其中就起到了

一定作用，

2008

年

-2009

年金融危机

期间， 房地产市场低迷、 价格下跌对经

济又产生了较大的负面作用。 从房地产

的份额和带动作用来看， “荣也地产，

枯也地产” 的局面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恐

难改变， 因此， 当前在房地产调控条件

下， 适度增加普通商品房供应， 满足大

众住房消费需求， 对保证经济稳定持续

增长是相当重要的。

考虑到房地产的巨大波动可能对经

济带来系统性风险， 为摆脱房地产对经

济的过度控制， 中国正在力促经济结构

的调整转型与升级， 并努力实现多向实

体经济倾斜， 大力倡导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发展， 当然这也是经济可持续发展、

提高综合经济实力的需要。 但无论如

何， 中国这么一个庞大的经济体要实现

经济结构的顺利调整与转型， 肯定是一

个艰难复杂的过程， 不可能一蹴而就。

而在结构调整期间， 保持经济稳定发展

是非常必要的， 也是保证转型成功的最

基本条件， 否则若经济大幅下滑， 救经

济唯恐不及， 更无暇去进行经济结构的

转换。 正如

2008

年

-2009

年， 由于经

济大幅下滑， 房地产价格大跌， 此时为

保增长， 不惜出台多项鼓励房地产的措

施来力保经济， 不仅持续多年的房地产

调控前功尽弃， 而且为

2010

年以来的

房地产价格暴涨与随之而来的调控埋下

了巨大的隐患。 一旦经济发生较大危

机， 决定者往往会将这种饮鸩止渴的措

施拿来当救命草， 还何谈此时进行大力

的经济调整与转型。 所以， 保持经济平

稳运行， 为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创造良好

的经济环境是必要的前提条件， 而这就

要求保持房地产市场的平稳调整。

从长远看， 经济要摆脱房地产支柱

地位仍需要一个过程。 从近期经济数据

来看， 在稳增长中固定资产投资仍然发

挥着巨大的作用， 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

产总投资额

1/4

还多， 其在经济中的分

量可见一斑。

因此， 我们对待房地产的态度应该

是长期与短期相结合， 既要在长期内摆

脱对房地产的依赖， 又要保持短期的平

稳调整， 保持其相对平稳的发展。 首

先， 房地产稳健运行可以防止中国经济

硬着陆， 鉴于房地产产业链漫长， 房地

产业稳健可以使经济保持相对繁荣， 不

至于出现增速大幅下滑的局面， 避免硬

着陆的发生； 其次， 房地产稳健发展可

以为结构调整、 经济转型赢得时间， 为

新兴产业发展赢得时间， 很明显新兴产

业的培育需要一个过程， 不是短期可以

实现的， 特别是一些需要较多技术含量

的产业更不是短时期可以发展起来的，

经济稳步增长可以为新兴产业发展创造

一个较好的发展环境； 此外， 中国正在

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 在此过程中， 房

地产业支柱性地位短时期内仍难撼动，

房地产要为城市化提供大量的硬件设施

和强大的物质基础， 要为城市居民提供

良好的居住条件， 仍然是城市居民消费

的重要开支。

Xiao Guoyuan蒺s Column

元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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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公路利润高， 只因雁过就拔毛。

关卡林立物流阻， 公路私用民生焦。

统一市场是愿景， 部门主义抢蛋糕。

物流成本当降低， 转型需要畅行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