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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BA_A7_E7_BB_8F_E6_c49_240086.htm 第四节 通货膨胀 考

纲内容： 1.通货膨胀的定义、原因和类型。 2.熟悉通货膨胀

对社会再生产的破坏作用。 3.治理通货膨胀的对策，并能具

体掌握控制需求、改善供给的具体措施。 4.了解我国出现的

三次较严重的通货膨胀。 5.了解近期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以

及要从根本上治理通货膨胀我国金融业必须实行的两个根本

性转变（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从计划经济到

市场经济和由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的两个根本性转变）

。 一、通货膨胀的定义 在纸币流通的当今世界，几乎没有一

个国家免遭通货膨胀的困扰。资本主义国家是这样，许多社

会主义国家也未能幸免。通货膨胀导致经济秩序混乱，引起

社会分配不公，破坏社会生产，酿成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

危机。 西方学者的解释、前苏联学者的观点、我国学者的传

统定义。 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后，经济理论界解放了思想，

实事求是地对通货膨胀问题进行了长期深入地探讨，取得了

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通货膨胀是在货币符号流通条件下，

由于货币供量（现金 存款）过多，使有支付能力的货币购买

力大于商品可供量，从而引起货币贬值，物价上涨的经济现

象。 二、通货膨胀的原因与类型 （一）通货膨胀的原因 西方

学者的见解： （1）凯恩斯主义的见解：需求决定论。包括

需求拉上说和成本推进说。 （2）货币主义的见解：完全是

货币现象，货币数量的增加超过了生产增长幅度。货币数量

的过度增长是唯一原因，减少货币供应量是医治通货膨胀的



唯一药方。 其实，无论是凯恩斯主义的“需求拉上说”、“

成本推进说”，还是货币主义的学说，只是揭示了通货膨胀

的表层原因或直接原因，而没有揭示出引起需求膨胀，货币

供应量过大，导致通货膨胀的深层原因。 通货膨胀的深层原

因：生产关系问题。货币是生产关系，是政府调节经济利益

，协调经济矛盾，改善生产关系，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国家利用货币干预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讲，通货膨胀是国

家为了解决政治经济矛盾，滥用货币发行权力的结果。 我国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两次出现通货膨胀，都是与政府

急于求成，盲目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度，利用发票子搞建设

等“左”的指导思想分不开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通

货膨胀愈演愈烈，除了物价改革、工资改革、经济比例失调

等客观因素外，也与国家的赤字预算，货币超经济发行，借

以刺激经济增长的思想分不开。 总之，通货膨胀与国家一定

的政治经济状况相联系，都是一定生产关系的反映。不过有

些国家是政府有意识地执行通货膨胀政策，而我国主要是在

急于求成思想指导下计划工作失误造成的通货膨胀。 通货膨

胀的经济原因： 1.银行发票子弥补财政赤字 财政有了赤字，

用直接向中央银行透支或借款的办法弥补，使中央银行增发

货币，导致货币的财政发行，引起通货膨胀。 2.银行信用膨

胀 含义：指银行系统向社会提供的信用量超过了有物资保证

的客观需要量。 银行信用膨胀实质上就是通货膨胀。 3.基本

建设投资过度 基建项目投资多，建设周期长，短期内不但不

能为社会提供商品和劳务，反而要吸收大量的商品和物资。

基建规模必须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否则，就会导致基

建材料供应紧张，引发结构性通货膨胀。 4.国际收支长期大



量顺差 外贸顺差意味着商品出口大于进口，既减少了国内市

场的商品供给量，又要投入大量本国货币购买外汇，国内市

场货币流通量过多。 同时，在投资方面，外资大量流入，外

汇收入增加，投入本币增加，加大了国内货币流通量。 （二

）通货膨胀的类型 分类方法： 根据表现形式：隐蔽性通货膨

胀与公开性通货膨胀。 根据物价上涨程度：爬行的通货膨胀

、温和的通货膨胀、恶性的通货膨胀。 根据原因：需求拉上

型通货膨胀、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结构型通货膨胀、体制

型通货膨胀。 按第三种介绍： 1.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 这种通

货膨胀是产生最早、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种通货膨胀理

论。 观点：认为通货膨胀的原因在于经济发展过程中总需求

大于总供给，引起一般物价水平持续上升。 我们知道，流通

中的货币都是支付能力的需求或有效需求，都要完成货币向

商品的转化。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较多的货币追逐相对

少量的商品，必然引起物价上涨，引起通货膨胀。 社会总需

求是由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形成的。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是

国民收入超分配的结果。所谓国民收入超分配，是指国民收

入分配额超过国民收入生产额。国民收入分配包括企业初次

分配、财政再分配、信用再分配三个环节。企业初次分配一

般不会产生超分配问题；财政超分配比较普遍；银行信用调

控不当，出现信用超分配，最终导致通货膨胀。 只要国民收

入超分配，必然引起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导致通货膨胀。 西

方经济学家把需求超过供给划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在经

济尚未达到充分就业和生产能力尚未被充分利用时，货币数

量增加，从而总需求增加，则只能促使就业增加和产量增加

，不会导致通货膨胀；第二种情况是，当社会处于充分就业



和生产能力已经被充分运用时，货币数量增加会，总供给不

变，因而诱发通货膨胀。 2.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 认为通货膨

胀的原因在于生产成本上升，是生产成本的上升“推进”了

一般物价水平的上涨。 成本上升的原因：一是强大的工会组

织，他们强有力的活动使货币工资增长率超过劳动生产率的

增长率；二是垄断组织为追逐高额利润，通过制定垄断价格

人为抬高物价，或者通过控制生产数量达到抬高商品物价的

目的。 分类：工资推进型通货膨胀；利润推进型通货膨胀。 

“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主要为凯恩斯学派所倡导。很明显

，要控制通货膨胀，就必须限制货币工资的增长以抑制生产

成本上升。 3.结构性通货膨胀 含义：由经济结构因素引起的

通货膨胀。 首创结构性通货膨胀理论的经济学家是斯屈里坦

、鲍莫尔等人。该理论成型于北欧学派，故称“北欧模型”

。 北欧模型：核心思想不平衡增长模型。将经济划分为两部

门：进步的工业部门和保守的服务部门。两部门劳动生产率

增长率不同，货币工资增长率相同。 工业部门的劳动增长率

要远远高于服务部门，但是他们的货币工资增长率却相等，

这两个同时都代表着一种生产中的成本因素 在成本加成的定

价规则下，必然出现一个由工资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 “北

欧模型”以实行开放经济的小国为探讨背景。其基本思路是

：（1）把一国经济划分为开放部门和非开放部门；（2）开

放部门的产品接受世界市场价格，它的通货膨胀率取决于世

界的通货膨胀率；（3）开放部门的通货膨胀率和劳动生产增

长率决定该部门的工资增长率；（4）开放部门的工资增长率

影响非开放部门的工资增长率，并趋于一致；（5）非开放部

门的产品按成本中利润定价，从而它的工资增长率和该部门



的劳动生产增长率之间的差，决定这个部门的通货膨胀率。

4.体制型通货膨胀 含义：指某些国家（如经济体制改革时期

的中国）在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出现的一种通货膨胀。 这种

通货膨胀是由市场机制不健全，产权关系不明晰等前提，造

成总供给极度萎缩和总需求的过度膨胀。需求的过度积累导

致通货膨胀。 2004真题：单选 1.在通货膨胀理论中，“北欧

模型”探讨的是（ ）。 A.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 B.成本推进型

通货膨胀 C.结构型通货膨胀 D.体制型通货膨胀 答案：C 考察

：通货膨胀的类型。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