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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07/2021_2022__E8_80_83_E

8_AF_95_E4_B8_AD_E5_c69_107853.htm 15．试论通货膨胀的

成因及其对策。P356第2题 通货膨胀是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出

现的价格总水平的持续上涨。由于宏观经济运行可以简要地

概括为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均衡，因而通货膨胀的成因也主要

表现为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1）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是

指总需求增加所引起的一般价格水平的持续、显著的上涨。

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政府需求和国外需求增加都会对社会

总需求增加产生影响。如图216所示，在总供给曲线既定的条

件下，总需求增加即总需求曲线向右上方移动，导致价格总

水平上涨。在经济处于不同状况时，需求拉动对价格总水平

的影响也不相同。在经济处于萧条时期，总需求增加对价格

总水平的影响较小；而在经济处于潜在或充分就业状态时，

由于总供给增加会遇到生产能力的限制，因而总需求增加主

要会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对于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可供

政府采取的方案是人为地制造衰退。既然通货膨胀是由于超

额总需求所致，那么降低总需求水平，从而增加失业，减少

产出，则会使得通货膨胀率降低。制造的衰退幅度越大，通

货膨胀率下降的速度也就越快。（2）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

是指由于供给成本的提高而引起的一般价格水平持续和显著

的上涨。成本推动主要包括工资和利润推动。无论是工资还

是利润，如果超过价格总水平的上涨速度，则会对商品和劳

务价格的进一步上涨形成压力。实践中，工会对工资增长率

的要求以及垄断厂商借用市场支配力索要高价都会对生产成



本增加产生影响。如果要素收入的增长超过要素生产率的增

长，就会产生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在总需求既定的条件下

，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表现为总供给曲线向左上方移动导致

价格总水平提高。对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政府主要采取收

入政策逆转通货膨胀。收入政策是政府为了降低通货膨胀率

而对货币收入和价格采取的强制性或非强制性的政策。收入

政策往往借助于工资价格管制、收入指数化和一定的税收政

策来实现。 工资价格管制： 政府采取的工资价格管制手段主

要有：对工资和价格进行直接控制；对工资和价格规定作指

导性指标；对厂商和工会进行道义戏告。通过这些手段，以

期达到限制产品价格和一资上涨幅度的目的。这种手段一般

短期内较为有效，但长期内会对市场机制起到限制作用。 收

入指数化：收入指数化是以条文规定的形式把工资等收入与

某种物价指数联系起来，当物价上升时，收入也随之上升。

例如，政府规定，工人工资的增长率等于通货膨胀率加上经

济增长率。收入指数化政策限制了要素所有者过分追逐收入

的上涨，但这种要求往往出现在通货膨胀之后，因而收入指

数化政策更侧重于消除通货膨胀对收入的影响。 以税收为基

础的收入政策。为了更好地指导性的工资、价格政策有效，

国家对那睦执行政策的经沆当事人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同

时惩罚违规者，以便促进通货膨胀率的下降。（3）通货膨胀

的成因往往是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因而政府逆转通货膨胀

的政策也并是非单一的，往往是各种政策搭配使用。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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