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申论热点(79)物价上涨与通货膨胀公务员考试 PDF转换可能

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14/2021_2022_09_E7_94_B3

_E8_AE_BA_E7_83_c26_514336.htm 当前，物价问题成为人们

普遍关注的热点。2007年5月以来，我国物价总水平出现较大

幅度的上涨，CPI同比呈逐月上升的态势，特别是从2007年8

月份起，CPI涨幅连续5个月达到6%以上，2008年以来涨幅又

有所升高。一季度CPI同比上涨8%，比上年同期升高5.3个百

分点，比上年全年升高3.2个百分点。在物价的持续上涨过程

中，人们感到东西贵了，钞票缩水了，资产贬值了。物价问

题牵动千家万户。近一年来的物价上涨给老百姓特别是部分

低收入群众生活带来不小的压力。人们希望政府能采取有力

措施，把物价稳定下来，别再让CPI往上“蹿”了。如何看待

这一轮的物价上涨，怎样才能缓解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呢？ 

物价上涨有缘由 “从去年10月到今年3月，一瓶酸奶涨了5毛

钱，一斤肉涨了4块钱。”北京市一位退休教师感觉到“菜篮

子”的负担越来越重。人们普遍感到，农副产品涨价推动的

食品价格涨幅明显，成为物价上涨的主导因素。在2007年CPI

上涨的4.8%中，食品价格上涨占了4个百分点，居住类价格上

涨占了0.6个百分点，其他如服装、日用工业品等六类商品价

格上涨只占0.2个百分点。2008年一季度，食品价格上涨21.0%

，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6.8个百分点；居住价格上涨6.6%，拉

动价格总水平上涨1个百分点；其余各类商品价格则分别略有

涨跌。可以说，2007年以来的这一轮价格上涨，主要是由食

品价格上涨带动的，仍然是结构性上涨而不是全局性上涨。 

食品价格上涨有其必然性。国内农产品价格多年在低位运行



，价格上涨带有恢复性。粮食和农产品价格在20世纪90年代

中后期达到峰值以后，一直持续走低。拿粮食来说，三种主

要粮食：小麦、稻谷、玉米，平均收购价格1997年是每公

斤1.5元，现在是每公斤1.58元，10年涨了8分钱，涨了5.3%。

猪肉价格也是这样，1997年时，精瘦肉每公斤已经接近20元

钱，后来一度降到12元钱，2007年五六月份才开始恢复到20

元钱，现在又逐步涨到28元左右。从一定意义上讲，农产品

价格适度上涨是相对于非农产品的比价关系调整的。虽然我

国主要农产品价格近些年来一直处在较低水平，但化肥等农

业生产资料价格却有较大幅度上升，近5年来尿素、柴油、农

膜价格分别上涨26．6％、64．4％和60％。同时，农民外出

务工增多，非农收入大幅度增长，种植业和养殖业比较效益

下降。因此，粮食、食品和猪肉价格适度提高，也可看做是

市场对农业生产成本提高的补偿，是农产品相对于非农产品

的价格上调，有利于形成合理的比价关系，也有利于提高农

民种粮和养猪的积极性，保障粮食和农产品供需平衡。 食品

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的上涨已经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

影响。如果任由物价上涨，就有可能引起全面的、持续的、

轮番的价格上涨，进而引发明显的通货膨胀，这将给人们的

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但从总水平上看，目前我国尚不足

以构成明显的通货膨胀。当前我国总供给与总需求基本平衡

。虽然投资增幅依然在高位，消费出现明显回升，出口持续

较快增长，国内需求比较旺盛，但总供给扩张仍然强劲，总

需求对价格总水平的推动作用比较有限。从供给能力扩张来

看，近年来我国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产业技术升级

换代加快，企业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反应能力不断加强。这些



因素都保障了我国供给能力的持续较快增长。目前，我国商

品市场70％以上的工业品和80％以上的消费品供过于求，其

他商品供求基本平衡，仅有极个别商品供给相对不足。猪肉

、食用植物油、粮食和食品的价格涨幅虽然较高，但只要采

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增加市场供给，消除价格上涨的短期性

因素，价格涨幅就会在一段时间后稳定下来并有所回落。 价

格上涨压力大 “今年CPI的控制目标又是4.8%，刚好与去

年CPI的实际涨幅持平。虽然这个数字看起来很熟悉，但很可

能预示着一场惊心动魄的博弈。”这是首都某报对2008年政

府工作报告提出CPI控制目标而抒发的一段议论。防止价格总

水平过快上涨，是2008年宏观调控的重大任务。由于推动价

格上涨的国际国内多方面因素还将存在，2008年价格上涨的

压力仍然很大。 那么，物价上涨的压力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粮食和部分农产品供求仍处于紧平衡状态，存在较大的价格

上涨压力。到2007年，我国粮食连续四年实现增产，粮食库

存充裕，有利于粮食市场的稳定。但是，由于国内土地价格

、劳动力成本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涨，以及11月份成

品油价格上调的影响，农产品生产成本在不断上升。2008年

年初严重的雨雪冰冻天气，使1.78亿亩农作物受灾，还有大量

的牲畜家禽和鱼类被冻死，损失之重为历史罕见，这将

对2008年农产品的供给产生影响。此外，保障农民增收、鼓

励农民增产，也要保持农产品尤其是粮食价格稳中有升的势

头。这些都是使得2008年的粮食和部分农产品价格仍将在高

位运行的重要因素。 流动性过剩问题短期内还难以消除。流

动性过剩，就是流通领域的货币过多，货币过多就会导致通

货膨胀。多年来，我国由于投资增长过快，消费增长明显不



足，大量产品只有对外出口，导致贸易顺差激增，且增幅过

大；加上人民币币值低估，新的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转移，

大量外资涌入，外汇储备急剧增长，导致由于外汇占款而投

放的基础货币迅速扩张。从发展趋势看，这些因素在短期内

不会有大的变化，流动性过剩也难以得到根本性缓解。 成本

上升的推动作用。农产品价格继续保持在高位上运行，将使

生活消费品生产成本上升；生活费用提高、工资提高、福利

增加以及社会保障的完善等，都将推动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随着市场化的推进、经济的发展，土地、劳动力、资金等要

素价格以及能源、资源类产品价格都将趋于上升；实行节能

减排，治理和保护生态环境，也会增加生产成本。这些因素

都在表明，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高成本的时期，成本

上升将成为推动物价上涨的主要力量。 来自国际市场价格上

涨的压力也在增大。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原油、铁矿石和

粮食等的消费大国，这些初级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上涨

成为我国物价上涨的重要外部原因。国际能源资源价格近年

来持续大幅走高。2007年，国际原油价格猛涨近60%，为过

去10年中涨幅最大。铁矿石等资源类商品的价格变化同样引

人注目。自2004年我国正式参加铁矿石价格谈判以来，国际

铁矿石价格已连续4年上涨，2008年度其基准价再次上涨65%

。石油、铁矿石等能源资源价格的成倍上涨，将给相关行业

生产成本带来巨大压力。国际市场粮食价格不断上涨。2008

年4月上旬，全球最大的大米出口国泰国B级大米报价达到每

吨780800美元，随后更是突破1000美元大关，创20多年来新高

。一些粮食主产国因干旱连续两年减产，全球谷物库存将下

降至35年来的最低水平；受石油价格上涨的影响，对于可用



来制造生物燃料的玉米和大豆的需求增长很快；发展中国家

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提高，消费升级，对粮食的需求增加⋯

⋯这些都导致了粮食等农产品的供给紧张和价格上涨。虽然

目前我国粮食的对外依存度很低，粮食自给率一直保持

在95%以上，但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大幅上升，也会影响

国内粮食价格上涨。 应当清醒地认识到，2007年价格上涨

对2008年价格的翘尾影响较大，推动价格上涨的因素较多，

这些因素造成的压力在短期内还难以减轻，控制物价上涨的

难度加大，由结构性物价上涨演变成明显通货膨胀的风险相

当大。对此必须高度重视，绝不能掉以轻心。 通货膨胀要严

防 2006年以来，针对经济增长中出现的投资增长过快、信贷

投放过多等问题， 党中央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宏观调控措施

，保证经济的平稳发展。2007年以来，为了防止经济增长由

偏快转为过热、价格由结构性上涨转为全面上涨，党中央审

时度势，将实行多年的稳健的货币政策调整为“适度从紧”

的货币政策，一系列宏观考试，大网站收集调控措施相继出

台。2007年年末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把“防止价格

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2008年宏观调控

的首要任务之一。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如此重视通货膨胀问

题呢？为什么要把防止明显的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

任务呢? 防止明显的通货膨胀有利于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

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理的价格能够有效地对资源进行

配置，但当市场物价发生持续大幅上涨时，就会向人们提供

一种错误的信号，引导投资需求猛涨，资源供应紧张，反过

来推动整个市场物价更加猛烈地上涨，如此恶性循环，最终

会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严重的后果。防止明显的通货膨胀，



就是要避免这种情况出现，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防止明

显的通货膨胀有利于促进社会稳定。如果任由通货膨胀的趋

势恶性发展，将会导致社会经济环境剧烈动荡。特别是市场

价格的信号紊乱和供求关系失衡，会导致流通领域混乱，部

分企业囤积商品，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秩序，引起人们对物

价上涨的恐慌，容易引发抢购等非理性行为，造成社会动荡

不安。 防止明显的通货膨胀有利于改善民生。物价与民生息

息相关。通货膨胀意味着货币贬值，工资缩水，实际收入水

平下降。尤其是我国居民的消费支出中，食品占有的比重比

较大，食品价格大幅度上涨，工薪阶层、离退休人员和低收

入人群将难以承受。越是困难群体，越是贫困地区，受到的

影响就越大。如果物价连续大幅上涨，就会导致部分低收入

者返贫，困难群众增多，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防止明显的

通货膨胀，就是要确保广大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不因物价上

涨而下降。 防止明显通货膨胀的发生，是推动科学发展、促

进社会和谐提出的新要求。只要把党中央确定的各项政策措

施真正落到实处，就能实现既定目标，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

长。 多管齐下稳物价 物价问题是国民经济的综合反映。党和

政府高度重视物价问题，把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

显通货膨胀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针对导致物价上涨的根

本原因，已经采取和正在采取一系列控制物价过快上涨的措

施。200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就防止价格总水平过快上涨提出

了九项措施，概括起来可以叫做：一个根本途径、三个关键

环节。 一个根本途径就是：一手抓增加有效供给，采取综合

的扶持政策，特别是农产品、生活必需品的有效供给；一手

抓抑制不合理的需求，主要是投资过快增长、货币投放过多



，继续实行从紧货币政策以及抑制一些不合理的“高污染、

高能耗和资源性”产品出口，促进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基

本平衡。 三个关键环节就是：一头要抓农副产品的生产和市

场供应。党中央、国务院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扶持粮食、生猪

、油料、奶业、禽类生产的政策，正在落实。“手中有粮，

心中不慌。”只要市场上不脱销、有东西，大局就能稳定。

另一头要采取多种措施安排困难群众生活，缓解低收入群体

和离退休人员的生活压力。要抓好对考试，大网站收集低收

入群体的适当补贴，使低收入群体不因价格上涨而降低生活

水平。这头稳定了，大局也能稳定。中间的流通环节，就是

抓市场监管。要打击囤积居奇、哄抬价格、串通涨价、散布

涨价谣言、蛊惑人心等违法行为，保持市场的正常秩序。 控

制物价、抑制通货膨胀的任务十分艰巨、复杂，各级党委、

政府思想不能麻痹，工作不能放松。同时也要看到，经过改

革开放30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综合实力明显增强，财力

、物资都比较雄厚，我们具备控制物价过快上涨的有利条件

。只要认真贯彻中央精神，措施有力，我们完全有信心能够

控制住物价过快上涨的局面，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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