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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通货膨胀与紧缩统计分析的一般问题

一、通货膨胀概念与理论一、通货膨胀概念与理论

二、通货紧缩概念与理论二、通货紧缩概念与理论

三、通货膨胀的类型与特点三、通货膨胀的类型与特点

四、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统计测定四、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统计测定



一、通货膨胀的概念与理论一、通货膨胀的概念与理论

（一）通货膨胀的概念（一）通货膨胀的概念

（二）通货膨胀的理论（二）通货膨胀的理论

（三）通货膨胀的成因（三）通货膨胀的成因



（一）通货膨胀的概念

两类观点：两类观点：

观点一观点一::侧重通货膨胀造成的结果，即指一般物价水平侧重通货膨胀造成的结果，即指一般物价水平

出现持续性普遍上升的过程称之为通货膨胀；出现持续性普遍上升的过程称之为通货膨胀；

观点二观点二::是强调通货膨胀发生的原因，即当货币量增长是强调通货膨胀发生的原因，即当货币量增长

的速度超过了生产增长的速度，即流通中货币供应量超的速度超过了生产增长的速度，即流通中货币供应量超

过实际需求量时就发生了通货膨胀。过实际需求量时就发生了通货膨胀。

分类：分类：良性通货膨胀与恶性通货膨胀。良性通货膨胀与恶性通货膨胀。



西方经济学:“通货膨胀是价格持续上涨的一种

过程，或者从等同意义上说，是货币不断贬值的

一种过程。”

(1)通货膨胀不是指个别商品价格上涨，而是指

价格总水平(即所有商品价格的加权平均)的上涨。

(2)通货膨胀不是一次性或短期的价格总水平的

上升，只有当价格持续地上升，趋势不可逆转

时，才可称之为通货膨胀。



（二）通货膨胀理论

11、传统通货膨胀理论和现代通货膨胀理论、传统通货膨胀理论和现代通货膨胀理论

22、现代通货膨胀理论的三大学派、现代通货膨胀理论的三大学派

11）货币学派）货币学派

22）新凯恩斯学派）新凯恩斯学派

33）结构学派）结构学派



11）货币学派）货币学派

通货膨胀本质上是一个货币现象。

一个持续稳定的经济体系假设，尤其把劳动力市

场假定为永远趋向均衡。

由于认为私有制经济具有长期的内在稳定性，货

币供应量增减就长期而言对实际产出不会产生影

响。

反对运用权宜性货币政策调节总需求的政策目标

与措施。



22）新凯恩斯学派）新凯恩斯学派

在非均衡经济前提下研究通货膨胀；

认为现实经济是高度不稳定的(在资本主义条件
下是以商品和劳务市场过度供给为特征的非均

衡经济)，货币管理不仅与这种不稳定性几乎无
关，而且也难以控制它。

劳动力市场是通货膨胀的源泉，并得出通货膨

胀与失业存在一个稳定的替代关系的结论。



33）结构学派）结构学派

从广义角度研究通货膨胀问题，解释西方国家中

价格上涨的长期趋势。

假设经济活动可以总括为“先进”部门(工业)，和
“保守”部门(服务)两个部门。

在工业部门和服务部门生产率增长不一致的假定

下，整个经济系统中货币工资增长率的一致性必

然导致对服务部门持续的成本压力，而成本压力

必然产生出整个经济成本推动式的通货膨胀。



（三）通货膨胀的成因

通货膨胀成因的理论主要是按解释显性通货膨

胀形成的理论，主要有：

1.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

2.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3.经济增长过快型通货膨胀。

4.结构失衡性通货膨胀。

5.供求综合推动型通货膨胀。



1、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

认为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过多的需求(投资

需求和消费需求)将拉动价格总水平的上涨。

“过多的货币追求过少的商品”。



2、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认为成本(工资或劳动报酬、中间消耗) 增长

过快时，必然会引起货币供给的过快增长，从而

拉动价格总水平的上涨。



3、经济增长过快型通货膨胀

认为经济增长过快, 会导致投资需求、消费需

求和货币需求的增大，从而拉动价格总水平的上涨。

因为要支撑过快的经济增长率或保持过大的经济规

模,必然要有更多的生产要素来支持，如果这些生产

要素供给不足，必然导致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在价

格传导机制的作用下，最终将导致消费价格的上

涨，进而引发通货膨胀。



4、结构失衡性通货膨胀

认为在总供求基本均衡的前提下,如果一些关键

产品的供求出现失衡,其价格的不断上涨，在价格传

导机制的作用下，将导致生产经营成本增大、进而

会引起产品生产价格和消费价格的上涨，形成一定

程度的通货膨胀。



5、供求综合推动型通货膨胀

认为显性通货膨胀的形成既有供给方面的原

因，也有需求方面的原因，既有商品供求方面的原

因，也有货币供求方面的原因，需求的拉动和成本

的推动往往同时发生作用。



二、通货紧缩的概念与理论二、通货紧缩的概念与理论

（一）通货紧缩的概念（一）通货紧缩的概念

（二）通货紧缩的成因（二）通货紧缩的成因



（一）通货紧缩的概念

通货紧缩：通货紧缩：伴随货币和信贷供应紧缩；产量的不断伴随货币和信贷供应紧缩；产量的不断

下降；失业人数日益增加；经济萧条的一般物价水下降；失业人数日益增加；经济萧条的一般物价水

平出现持续下降。平出现持续下降。

国内观点：国内观点：11、物价普遍持续下跌；、物价普遍持续下跌；22、物价普遍持、物价普遍持

续下跌和货币供应持续下降；续下跌和货币供应持续下降；33、物价普遍持续下跌、物价普遍持续下跌

和货币供应持续下降及有效需求不足和经济衰退。和货币供应持续下降及有效需求不足和经济衰退。



11、、““债务债务--通货紧缩通货紧缩””理论理论

22、货币紧缩理论、货币紧缩理论

33、金本位制、金本位制

44、联系汇率论、联系汇率论

（二）通货紧缩的成因



三、通货膨胀的类型与特点三、通货膨胀的类型与特点

1．按通货膨胀形成的机制不同，可分为显性通货膨胀和隐

性通货膨胀。

2．按通货膨胀率的高低不同，可分为爬行的、温和的、较
严重的、严重的和恶性的等程度不同的通货膨胀。

3．按通货膨胀率测度的基期不同，可分为环比通货膨胀率
和定基通货膨胀率。

4．按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不同，可分为需求拉动型、成本
推动型、经济增长过快推动型、结构失衡型、供求综合推动型
等类型的通货膨胀。



1、显性通货膨胀和隐性通货膨胀

按通货膨胀形成的机制不同, 可分为显性通

货膨胀和隐性通货膨胀。显性通货膨胀形成的机

制是商品供求总量或供求结构严重失衡而会引发

的价格的持续上涨，隐性通货膨胀形成的机制是

货币供求失衡而引致的货币占有率的提高或货币

流通速度的下降。



2．按通货膨胀率的高低不同分类
经济学家们一般认为消费价格年上涨率在1～3%以内，则

为爬行的通货膨胀；

在3～6%以内，则为温和的通货膨胀；

在6～10%以内，则为较严重的通货膨胀；

在10～30%以内，则为严重的通货膨胀；

在30%以上则为恶性的通货膨胀。

若依据综合价格上涨率（GDP冲减价格指数－1）作为

通货膨胀率的分析指标，其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划分的数

量界限可在以上标准的基础上再提高2～4%左右。



3．环比通货膨胀率和定基通货膨胀率

按通货膨胀率测度的基期不同，可分为环比通

货膨胀率和定基通货膨胀率。环比通货膨胀率计算

的时距有年、季、月之分，为了对通货膨胀进行动

态监测，一般应按月计算年距环比通货膨胀率。定

基通货膨胀率能够反映较长时期内通货膨胀的程

度，但难以对通货膨胀进行直接的动态监测。



4．按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不同，可分为
需求拉动型、成本推动型、经济增长过
快推动型、结构失衡型、供求综合推动
型等类型的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的特点通货膨胀的特点

（一）通货膨胀无意识形态

（二）通货膨胀的实质

（三）通货膨胀的诱惑力

（四）通货膨胀的反复性和

扩散性

通货膨胀是政府的一种
政策选择，印钞机现
象；刺激商品生产维持
就业和经济增长、避开
公开征税而进行隐蔽征
税、只要经济增长还能
维持，民众对日益上升
的物价还能忍受，政府
的通货膨胀政策就能持
续下去。



四、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统计测定四、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统计测定

由于数据资料收集和统计上的难度，目由于数据资料收集和统计上的难度，目

前还没有绝对准确的方法可以把世界各国通前还没有绝对准确的方法可以把世界各国通

货膨胀率的变化情况完全正确地反映出来。货膨胀率的变化情况完全正确地反映出来。

只能按照某些统计口径，反映出各国通货只能按照某些统计口径，反映出各国通货

膨胀的基本变化状况，以便对照历史和现状膨胀的基本变化状况，以便对照历史和现状

的演变，鉴别本国和别国的差异程度。的演变，鉴别本国和别国的差异程度。



一定时期的通货膨胀的程度通常采用通货膨胀率来反映。

根据剑桥货币方程式M＝KQP作动态化处理，可推出货币供应量形

成的指数体系：

货币供应量指数=交易总量指数×价格总指数×货币占有率指数

=交易总量指数×综合通货膨胀指数

=交易总额指数×货币占有率指数

如果价格总水平和货币占有率保持不变，则货币供应量与交易总量是

完全匹配的，不存在通货膨胀；

如果价格总水平和货币占有率都发生变动，则货币供应量应与交易总

量、价格总水平和货币占有率三者相匹配，如果不匹配则会产生通货膨

胀或通货紧缩。

通货膨胀率测度的指数体系



通货膨胀率测度的指数体系

通货膨胀率可分为显性通货膨胀率、隐性通货膨胀率和综
合通货膨胀率三种。

显性通货膨胀率:价格总水平（价格总指数）减1，
隐性通货膨胀率：货币占有率指数减1，
综合通货膨胀率：价格总指数与货币占有率指数的乘积再减1。

由货币供应量指数体系可推出通货膨胀率测度的指数体系为：

综合通货膨胀指数=价格总指数×货币占有率指数
=（1+显性通货膨胀率）×（1+隐性通货膨胀率）
= 1+ 综合通货膨胀率



1、显性通货膨胀率

显性通货膨胀率则是反映价格上涨程度的相

对指标。常用价格上涨率（即价格总指数P-1）

作为显性通货膨胀率。价格上涨率为0，则价格

总水平处于均衡状态；价格上涨率＞0，则存在

显性通货膨胀；价格上涨率＜0，则存在显性通

货紧缩。显性通货膨胀率的计算公式为：

显性通货膨胀率=价格总指数（P）-1



2、隐性通货膨胀

隐性通货膨胀是指居民的货币工资或名义收入没有下

降、但因货币供求失衡而使居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的一种

表现。货币供求失衡而引致的货币占有率的提高（货币流

通速度下降）就是隐性通货膨胀。隐性通货膨胀率则等于

货币占有率（K）指数减1，亦等于货币流通速度（V）指数

的倒数减1。隐性通货膨胀率的计算公式为：



3、综合通货膨胀率
综合通货膨胀率是反映显性通货膨胀和隐性通货膨胀综合程度的通

货膨胀率。

其理论依据是，商品供求总量或供求结构严重失衡会引发价格上

涨，价格上涨是显性通货膨胀；价格上涨要求增加相应的货币供应来应

对交易的需要，但是，如果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超出了交易总量（或经济

总量）增加和价格上涨二者的共同要求时，货币供求就会失衡，货币供

求失衡又会引起货币占有率提高（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货币占有率的

提高就是隐性通货膨胀。因此，反映价格上涨和货币占有率（货币流通

速度）同时变动而产生的通货膨胀程度的指标就是综合性通货膨胀率。

计算公式为



测度通货膨胀应注意的问题

1、应以显性通货膨胀率的测度为主。由于显性通货膨

胀是指价格总水平明显的直接的持续上涨，对社会经济生活

危害最直接，因此，应重点测度显性通货膨胀率。

2、应选择合适的价格上涨率来反映显性通货膨胀的程

度。在西方的通货膨胀通分析中, 常用消费价格上涨率、批

发价格上涨率、零售价格上涨率、综合价格上涨率（GDP冲

减价格指数-1）等作为通货膨胀率的分析指标。其中消费价

格上涨率（CPI－1）是最常用的考察指标。



测度通货膨胀应注意的问题

显性通货膨胀和隐性通货膨胀可结合起来考察。

如果显性通货膨胀和隐性通货膨胀同时并存，则通

货膨胀将是严重的，必须同时控制价格上涨和货币

供应，才能降低综合性的通货膨胀的程度。如果只

存在显性通货膨胀，而不存在隐性通货膨胀，则只

需要重点控制价格上涨；如果只存在隐性通货膨

胀，而不存在显性通货膨胀，则只需要重点控制货

币供应。



测度通货膨胀应注意的问题

4、隐性通货膨胀的测度一般可采用货币供应
量M1或M2进行测度，而货币占有率（K）或货币流
通速度（V）的计算应视测度通货膨胀所采用的货
币供应量形成的指数体系而定。

5、通货膨胀率不等于通货膨胀，因为通货膨

胀率只是测度通货膨胀程度的指标，是否存在通货

膨胀，以及通货膨胀的类型怎样, 则应根据通货膨

胀率的大小作出判断，判断的数量界限见通货膨胀

分类中的说明。



第二节 通货膨胀与紧缩形成的统计分析

一、我国通货膨胀与紧缩的统计描述一、我国通货膨胀与紧缩的统计描述

二、我国通货膨胀与紧缩形成原因的统计二、我国通货膨胀与紧缩形成原因的统计

分析分析



一、我国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统计描述一、我国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统计描述
9-1  各 种 价 格 指 数

年份 居民消费 商品零售价格指数 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 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 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1978 100.7 100.7 100.1

1980 107.5 106.0 100.5

1985 109.3 108.8 108.7

1989 118.0 117.8 118.6 126.4

1990 103.1 102.1 104.1 105.6

1991 103.4 102.9 106.2 109.1 109.5

1992 106.4 105.4 106.8 111.0 115.3

1993 114.7 113.2 124.0 135.1 126.6

1994 124.1 121.7 119.5 118.2 110.4

1995 117.1 114.8 114.9 115.3 105.9

1996 108.3 106.1 102.9 103.9 104.0

1997 102.8 100.8 99.7 101.3 101.7

1998 99.2 97.4 95.9 95.8 99.8

1999 98.6 97.0 97.6 96.7 99.6

2000 100.4 98.5 102.8 105.1 101.1

2001 100.7 99.2 98.7 99.8 100.4

2002 99.2 98.7 97.8 97.7 100.2

2003 101.2 99.9 102.3 104.8 102.2

2004 103.9 102.8 106.1 111.4 105.6

2005 101.8 100.8 104.9 108.3 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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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通胀率划分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根据通胀率划分我国经济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80年。

第二阶段：1981—1983年

第三阶段：1984--1987年

第四阶段：1988一1989年

第五阶段：1990—1991年

第六阶段：1992—1995年

第七阶段：1996-2002年

第八阶段：2002以后



第一阶段：第一阶段：19791979--19801980年年

为了刺激农业生产的发展1979—1980年政府从如下两
个方面采取措施提高居民收入：

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同时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

大面积提高职工工资，年平均提高16.6%。
因此，这一阶段，几乎所有的价格指数均有较大幅度的

上涨，尤其是农副产品价格指数涨幅超过20%，主要是政
府收入政策启动了收入膨胀，并引发货币膨胀，推动消费膨

胀和投资膨胀的结果。



第二阶段：第二阶段：19811981——19831983年年

政府在经济调整的名义下实施了紧缩的经济政策。

(1)在货币方面，首先对现金(Mo)发行实行了比较严格的控制。

(2)在投资方面，由于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和长线产品的生产

这一时期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措施的陆续出台，国家财力分

散迅速扩大。财政收入的分散化及与之相伴而生的预算外

资金的大幅度上升，成为总需求继续膨胀的潜在因素。也

就是说，虽然这一时期通过紧缩政策制止了物价的上涨态

势，但宏观经济关系仍不正常，潜在总需求膨胀因素已经

形成。



第三阶段：第三阶段：19841984----19871987年年

这一时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年均增长26.6%，银行对工业企业贷

款年均增长36.3％。在这段时期，尽管政府两次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

策，最后都迫于经济活动本身的压力而放松了政策限制。总需求不断

膨胀导致了这一时期物价水平持续上涨。

在1984-1987年物价水平持续上涨的背后，经济扩张有了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这一阶段的收入扩张是内生的，即由投资扩张引起。

其次，投资扩张在收入分散化下，通过两个渠道引发货币增长：一

是个人和集体投资迅速增长，导致国内投资贷款迅速增长，从而大

大扩大了货币供给；二是在中央财政可支配收入所占比重不断下降

的情况下，国家预算内投资居高不下，导致财政赤字扩大，从而财

政向银行借款迅速增长，成为这一时期货币大量投放的重要原因。

再次，这一阶段收入扩张的主渠道由农村转向了城市，由农业转向

了工业。



第四阶段：第四阶段：19881988一一19891989年年

这两年，我国的物价上涨率超过了两位数，通货膨

胀加剧。许多人认为这样的物价上涨，表明我国通

货膨胀进入了更加严重的类型。居民和企业的通货

膨胀预期已经形成，因此，任何与价格有关的冲击

都会触发居民抢购，刺激企业扩大生产，加重结构

失衡状态，导致物价水平的更快上涨。



第五阶段：第五阶段：19901990——19911991年年

经过1989年的治理整顿，我国通货膨胀在这段时期内控制

在5％以下的良性区间，而且出台了一系列价格改革措

施，如调整了城镇粮油价格，调整了基础产品和基础设施

计划价格，部分生产资料实行了计划内外价格并轨等。但

由于经济生活中的深层矛盾没有得到解决，现实经济运行

中仍潜伏着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

(1)结构失衡，经济效益下降，产品积压，企业受“三

角债”困扰。

(2)财政赤字扩大，贷款规模和货币发行的增长继续大

大超过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增大。



第六阶段：第六阶段：19921992——19951995年年

1992年邓小平南巡，中国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目标，以此为

转折点，我国进入了新一轮发展周期。在这个阶段，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

长，然而与之相伴随的则是高通货膨胀率，1994年通货膨胀率超过20％。通

货膨胀最严重的1994年，主要原因是：

(1)由于经济连续快速增长，引致投资需求大幅度增长，投资规模不断膨

胀，在建项目投资规模十分庞大，而且投资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依然存

在，第一产业投资仅增长4.3％；

(2)国有企业面临严重困境，效益下降，亏损增加，无法有效降低成本；

(3)不少地方发生自然灾害，农业生产增长缓慢，致使农：副产品供给偏

紧，这一冲击本身又与1994年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政策相吻合，更

加剧了通货膨胀趋势；

(4)1994年推进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外汇改革和税收改革对物价的影响也

是不可否认的。



第七阶段：第七阶段：19961996--20022002年年

为治理严重通货膨胀，我国从1995年开始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

策，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增长的“软着陆” 这一时期，我国宏观经济运行

和政策均处于改革开放以来最为有利的环境，农业基础地位进一步稳固，

货币供给情况更趋合理，财政状况改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渐趋平缓，

通货膨胀压力大为缓解。但是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在国际市场上

遇到较大压力，加之国内市场疲软。

实际上从1997年11月份开始，我们的物价就是负数了。1998年又发生百年

不遇的洪涝灾害，这些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造成了负面影响。

为了治理衰退克服通缩，1998年下半年的时候，政府开始采取积极的财政

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增大财政支出，发行政府国债。增大政府支出，

活跃市场，拉动内需，带动增长，增加就业，我们的货币政策即稳健的货

币政策，实际上2002年以前的货币政策是稳健的，1998、1999、2000、

2001这几年银根还是比较紧的，但是2002年开始我国的货币政策开始积极

的配合扩张性的财政政策，2002年我们的信贷货币供给速度明显提速。



第八阶段：第八阶段：20022002以后以后
从2002年开始，经济正在向过热状态逼近，通货膨胀呈上升趋势。

2003年年中开始，三大物价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工业品出厂

价格指数、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全面上涨，CPI同比增长从

2004年3月份起稳定超过3%，并在6-9月份连续4个月超过5%，2004年进

一步上升到4%以上。

2005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涨2.8%，石油价格上涨47.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加13.7%。中国出现了通货膨胀已不容置疑。

2007年CPI月度同比涨幅在6％左右可能要持续一段时间，预计2007年

全年CPI涨幅4.5％至4.6％，总体上属于温和通胀，仍处于可承受区间。

11月2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

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

的首要任务。

原因分析：粮食缺口、投资膨胀和国际传导是本轮通胀及资源约束和

不合理管制的主导因素。



二、我国通货膨胀与紧缩成因统计分析二、我国通货膨胀与紧缩成因统计分析

（一）通货膨胀形成原因分析

1、体制原因

2、产业结构的非均衡性

3、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型

（二）通货紧缩产生的原因

1、长期紧缩性经济政策

2、有效需求不足

3、有效供给不足和供给的阶段性过剩

4、收入差距扩大和预期收入减少

5、世界性通货紧缩的趋势



第三节 通货膨胀与紧缩效应的统计分析

一、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一、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

二、通货膨胀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分析二、通货膨胀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分析

三、通货膨胀对消费的影响分析三、通货膨胀对消费的影响分析

四、通货膨胀对资本再分配的影响四、通货膨胀对资本再分配的影响

五、通货紧缩的效应分析五、通货紧缩的效应分析



经济增长、人民收入增长、消费能力提高，所

以经济处于上升通道时，一定程度的价格上涨或者

说一定的通胀始终是存在的 。如果这里的通胀指

的是超出百姓承受能力的通胀水平，那么就可能造

成经济的衰退。经济增长时，生产效率提高，产品

价格有升有降，与人民消费能力的提升相比，社会

总体物价水平有可能上升 也可能下降。



第四节 通货膨胀的识别与治理

一、通货膨胀类型的识别

二、通货膨胀的治理对策



一、通货膨胀类型的识别

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是否存在通货膨胀, 是显性通货

膨胀，还是隐性通货膨胀，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一般来

说，可按下列规则识别通货膨胀的类型。

1、若货币占有率相对稳定，价格总水平持续提高，

则存在显性通货膨胀。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商品供小于求或

结构性失衡的问题，而货币供求是相对均衡的。当价格总

水平持续提高时，若货币当局采取均衡的或适度从紧的货

币政策就会出现这种状态。



一、通货膨胀类型的识别

2.若货币占有率持续下降，价格总水平持续提

高，则存在显性通货膨胀，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商品

供小于求或结构性失衡、且货币供应存在不足的问

题。当国内总供给小于国内总需求或结构性失衡时、

若货币当局往往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就会出现这种

状态。



3.若价格总水平相对稳定，货币占有率持续提高，则

存在隐性通货膨胀。现实生活中的商品供求总量是相对

均衡的，但存在货币供求失衡的问题。当国内总供求相

对平衡时，若货币当局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就会出现这

种状态。

4.若价格总水平持续下降，货币占有率持续提高，则

存在隐性通货膨胀。现实生活中商品和货币都存在供大

于求的失衡问题。当国内商品总供给大于国内总需求

时，若货币当局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就会出现这种状态。



5.若价格总水平和货币占有率都相对稳定，则显性和隐性通

货膨胀都不存在。现实生活中的商品供求与货币供求都是相

对均衡的。

6.若价格总水平和货币占有率都持续提高，则显性和隐性通

货膨胀并存。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商品供小于求、货币供给过

多的问题。当国内供给小于需求或需求过大时、若货币当局

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就会出现这种调控失误的状态。

7.若价格总水平和货币占有率都持续下降，则存在明显的通

货紧缩。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商品供大求、货币供给不足的问

题。当国内供给大于需求或需求严重不足时、若货币当局采

取从紧的货币政策就会出现这种调控失误的状态。



二、通货膨胀的治理对策

通货膨胀的类型或性质不同，其形成的原因有所不

同，治理的对策也就不同。

1.单一的显性通货膨胀的治理

2.单一的隐性通货膨胀的治理

3. 复合型通货膨胀的治理

4.通货紧缩的治理



1.单一的显性通货膨胀的治理

显性通货膨胀是与商品供求不均衡相关的，表现为消费

价格指数或GDP紧缩价格指数的持续的上升或居高不下。因

此，如果只存在显性通货膨胀，而不存在隐性通货膨胀时，

其通货膨胀的治理应重点解决商品供求不均衡的问题。为

此，必须先区分商品供求不均衡的性质和成因，是供给总量

不足或供给结构性失衡引发的通货膨胀，还是需求增长过快

所引发的通货膨胀，然后，采取相应的治理对策。一般地说。

应从商品供求两方面进行治理。



（1）增加有效供给。解决商品供给总量不足或供给

结构性失衡的问题，国家应扶持和扩大短线产品生产，

调整产业结构，引导投资重点投向短线产品的生产等。

需要注意的是，显性通货膨胀一旦形成，由于价格变动

的惯性作用, 加之供给的增加或产业结构的调整需要一段
时间，因此，一旦价格上涨后,一般难以在短期内平抑下

来。为此，必要时可扩大短线产品的进口或动用国家储

备，以平抑价格的持续上涨。



(2) 抑制需求的增长。如果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增长过
快，致使商品供给不能满足需求增长过快的要求时，应采取

紧缩性的投资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管制或冻结工资

总额或工资的增长。直得注意的是，在单一的显性通货膨胀

的条件下，如果只控制需求不增加有效供给，价格上涨仍然

是难以平抑的，因而，紧缩性的宏观调制政策的力度不能过

大，否则，人们为了应对价格上涨的货币支付的需要，就会

减少在银行的存款，而增大货币的流动性。为此。可采取工

资或收入指数化政策，以克服显性通货膨胀造成的社会分配

不公、防止因价格上涨而使个人实际工资或收入下降。



2.单一的隐性通货膨胀的治理

隐性通货膨胀是与货币供求不均衡相关的，表现为流通

中的货币过多，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因此，如果只存在隐性

通货膨胀，而不存在显性通货膨胀时，其通货膨胀的治理应

重点解决货币供求非均衡的问题。可采取紧缩性的或稳健的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控制货币供应，防止信贷资金、财政

赤字的过快扩张。但适度的或爬行的隐性通货膨胀对社会经

济生活的影响并不大，相反，也有利于社会经济的运行。因

为货币供给的增长略快于经济的增长，有利于保证社会经济

的正常运行。只有当货币供给增长过快，隐性通货膨胀比较

严重时，则有必要进行治理。



3. 复合型通货膨胀的治理

显性通货膨胀和隐性通货膨胀如果同时并存，则是较

严重的复合型通货膨胀。其通货膨胀的治理，必须采取有

紧有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一方面必须解决商品供小

于求的不均衡或结构失衡的问题，其对策主要是扩大短线

产品生产、调整产业结构、扩大短线产品进口、动用国家

储备，管制物价、抑制需求的过快增长等等。另一方面必

须解决货币供大于求的的问题，其对策主要有：控制投资

规模和信贷资金的过快增长，防止财政赤字的扩大、控制

货币发行、压缩政府开支、整顿经济秩序等。



4.通货紧缩的治理

通货紧缩通常是指物价总水平的持续走低或下跌，货币供

给不足的表现.通货紧缩的治理，一方面必须解决商品供大于

求的不均衡或结构失衡的问题，其对策主要是调整产业结构、

压缩长线产品生产，扩大短线产品生产；寻找和培植新的经济

增长点；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以扩大国内需求；开发国际市

场，扩大产品出口；实施价格调高策略，引导消费增长；扩大

政府开支，增加公共产品需求等。另一方面应解决货币供小于

求的不均衡的问题，应采取适度从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扩大有效的投资规模和信贷规模，适度提高职工工资水平或收

入水平，加大对落后或贫困地区、贫困或低收入家庭的转移支

出和扶贫力度，以增加有效的消费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