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入本站旧版   
站内信息检索

  搜索

《中国经营报》2004年7月5日 

此时扩大消费需求将引发高通胀 

国际贸易研究室  姚枝仲 

    在投资需求快速增长，甚至已经出现了投资热的情况下，如果通过政策大力推动消费需求的增长，将使总需求进入快

速增长状况，高通货膨胀可能来临。 

    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虽然中国存在一定程度的投资热，但是，由于中国的消费需求增长太慢，而投资的过快增长

将很快会造成总供给的大幅度增长，从而将很快造成供给过剩，因此，中国不应该担心投资过热造成的通货膨胀，而应该

担心投资过热给未来造成的通货紧缩压力。宏观经济政策的当务之急并不是防通货膨胀，而是应该继续扩大总需求，尤其

是消费需求，以避免在不久的将来陷入供给过剩的通货紧缩状况。 

    其实，这种观点是似是而非的。 

    首先，在投资需求快速增长，甚至已经出现了投资热的情况下，如果通过政策大力推动消费需求的增长，将使总需求

进入快速增长状况，高通货膨胀可能来临。 

    其次，部分投资本身是适应需求而产生的。钢铁、煤炭、电力等行业的投资增长是因为价格上涨，而价格上涨本身就

是供给不足而需求过旺的表现。因此，担心投资增加会导致供给过剩是多余的。当然，投资增加导致供给增加从而使这些

行业出现价格下降也是一种必然现象，但这是市场经济正常的自发调整。 

    第三，这一轮的经济增长由于主要是城市化所推动，投资的主体部分是基础设施投资，而不是设备投资。基础设施投

资并不会在未来直接造成供给增加，反而会因为改善了未来的投资环境，增加了城市的积聚效应，从而会刺激未来的更多

投资需求。 

    第四，钢铁等行业的投资是一种引致性的投资，只有在未来的投资需求减少尤其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减少的情况

下，才会出现钢铁行业的供给过剩。而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是由城市化所推动的，由于中国的城市化过程还很长，高投

资率还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存在，投资需求还会在长期内保持旺盛的增长势头。因此，也没有必要担心立即会产生过剩的

问题。事实上，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直是投资，而不是消费。消费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一直在下降，但是，这并

不妨碍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考察是否会产生供给过剩，不能单看供给和消费，而应该看总供给和总需求。在中国，虽然

消费需求增长缓慢，但是消费品的生产也增长缓慢，尤其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在消费品领域的大规模投资增长。因此，不能

认为这一轮的投资增长会在消费品领域带来供给过剩。而建材、钢铁等行业的投资快速增长，影响的是投资品供给的增

加，而投资供给增加的同时，投资需求也在快速地增长。因此，仅从消费增长缓慢这一个现象来判断供给过剩，在逻辑上

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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