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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物价已成为当下中国最敏感的话题，不同学者对此又有不同解读，有人认为2011年中国存在巨大的通
货膨胀；有人则认为目前中国工业产能仍然普遍过剩，因此不存在明显通胀的压力；还有人认为在欧
元债务危机爆发后。
发达国家陷入了通货紧缩的威胁，这让中国的通胀变得温和可控。
在复杂的形势下，针对是“胀”还是“缩”的问题，国内的经济学家基本分为了三个阵营：警惕通货
膨胀、警惕通货紧缩以及中间派。
    经济学家们认为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短期内通货紧缩的危害更大；而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通货膨
胀则是眼下让人担忧的问题。
同时，通货膨胀对于发达国家也是个潜在的长期威胁。
    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地区)，尽管央行做了很多努力，存款利率也下降到近乎于零，但是
仍未阻止通货紧缩的趋势或者改善通货紧缩的现状。
    2010年，欧元区的GDP增长缓慢，最近三个季度的GDP增长季率为0.4%、0.1%、0.2%，而且物价指
数一直落在欧洲央行的2%界限以下，最近三个月的数据是1.5%、1.6%、1.4%。
由于经济倾向于下行，加上财政紧缩等政策，欧洲经济可能在2011年后进入通货紧缩。
    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年率从2010年起开始持续回落，年率已经从2009年12月的2.72%下降
至2010年6月的1.05%。
美国经济前景不佳，GDP增速下降，而物价指数也节节走低，未来的趋势会是通货紧缩。
    在美国、欧洲和日本，为提高货币和信贷增长而采取的广泛措施都没有取得良好效果。
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体实际产出和工业潜力之间的差距巨大。
尤其在欧洲，紧缩计划会进一步削减内需。
不过庆幸的是，基本不会出现突然的价格暴跌。
这不仅仅因为人民大众仍希望消费价格适当地上升，而且对于日后的通胀预期会有助于稳定实际价格
。
但是压力在短期内的平衡仍不容乐观：风险的平衡状况也同样如此。
如果通货紧缩变成根深蒂固的状况，那么它会比大多数形式的通货膨胀更具有危害性。
当物价下跌的时候，消费者在购买行为中会持观望态度，以期待更低的价格。
这样一来，经济将会陷入消费疲弱和物价下滑的恶性循环中。
在负债累累的经济体中，物价的下跌会给消费者和政府的负债增加实际负担。
    与通货膨胀相比，通货紧缩更让人头痛。
在过去20年中，各央行对于如何控制过度的物价上涨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对于如何促进物价上
涨，却不尽然。
例如，日本多年来虽然一直努力控制物价跌落，但是仍收效甚微。
尽管确实有一些负债累累的政府很想通过高通货膨胀率来侵蚀其债务，但是并没有什么迹象表明，那
些维持低通货膨胀率的政策有所减弱。
    综合这些来看。
美国、欧洲和日本的三大央行最应担心的就是物价回落问题。
而这三个国家(地区)开支预算紧缩的规模也表明，在未来几年中。
这三大央行将持续保持政策性低利率。
但是这却给其他国家带来了麻烦。
大国富国接近零的利率促使其资本为了寻求更高回报而涌入其他市场，让其他经济状况健康的国家很
难保持经济稳定。
    而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来说，这个问题是非常急迫的。
因为随着物价上涨，资产泡沫膨胀，很多新兴经济早已过热，大多数新兴经济体不合时宜地放松了货
币政策。
《经济学人》调查了25个新兴经济体，它们中2／3的经济体的实际利率都呈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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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的通胀预期并不稳定，因而物价会迅速飙升。
    这种现象表明。
货币紧缩政策是十分必要的。
巴西和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央行都已开始实行货币紧缩政策，但是中国作为一个最重要的新兴经济体，
却死咬着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限制了其提高利率的能力。
甚至那些有着灵活的汇率制度的国家也担心，更高的利率会让他们的货币飙升。
    其实，新兴经济体坚挺的货币是重新平衡世界经济中必要的一部分，它可以帮助积弱的发达经济体
逃离通货紧缩的困境。
新兴经济体的紧缩财政政策可以帮助其缓解物价压力。
资本控制也应成为其自我保护的一部分，以防突然涌入的外国资本。
    历史证明，这些政策都不是两全之计。
当富国放松货币政策时，新兴经济体则有可能出现无法抑制的贷款和资产泡沫。
富国在今天为抑制通货紧缩而采取的措施，可能就变成明天新兴经济体破产的根源。
    对于中国来说，通胀经济是这两年的热议话题。
普通百姓的切身感受就是身边物价在不断的上涨，全国物价处于一片涨声。
从日常生活所需的粮食蔬菜，到低收入者可望而不可求的住房等，市场价格无不上涨，而增加的工资
却远远赶不上物价。
人们发现自己的钱越来越不值钱了，生活压力普遍增大，在大城市中的人们更能感受到经济发展了而
自己的幸福感却大大降低了。
房地产一直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楼市泡沫中有人欢喜有人忧。
一直居高不下的房价让很多中低收入者沦为房奴，为十几年的房贷辛苦奔波挣钱；而正是此泡沫造就
了中国无数的拥有上亿资产的富豪。
中国贫富差距不断加大。
社会矛盾也日益严重。
谁来拯救中国的经济?谁来帮助人们找回迷失在高速经济建设中的幸福?    针对我国经济状况，政府出
台了很多有利于百姓切身利益的相关政策来调控经济发展。
2011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描绘了
中国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十二五”规划的特点是以科学发展为主题，把以人为本、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贯彻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以加快经济发
展方式为主线，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
变中谋发展。
    为遏制房价过快上涨，2010年中央政府先后出台“国十一条”、“国十条”和“9.29新政”，受此影
响，全国及重点城市房地产市场出现了积极变化，房价涨幅明显缩小。
为了巩固调控成果，2011年1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有关问
题的通知》(简称“国八条”)，提出“明确房价控制目标、更大范围更加严厉的限购政策”等一系列
政策。
    “十二五”规划中，温家宝总理提出了增加中国人的幸福感的目标和规划，全国各地人大会议也紧
跟中央的指导，纷纷提出以百姓幸福为主，改善民生。
构建和谐社会的各项措施和办法。
幸福像花儿一样开遍全国。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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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物价已成为当下中国最敏感的话题，面对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我们需要思考：通货膨胀究竟是何方
神圣？
通货膨胀如何左右我们的生活？
面对通货膨胀这个劲敌，我们如何打好财富保卫战？
《穷人通胀富人通缩》告诉你上述问题的答案。

《穷人通胀富人通缩》是一本集思想性、学术性和系统性为一体的天于通货膨胀与紧缩的经济学书籍
。
本书由黄孟丽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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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07年，有全球经济中心之称的美国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经济危机——次贷危机，这是继20世纪30年
代的经济大萧条之后最严重的一场危机。
这场危机犹如雨后春笋一般，势头极为迅猛，从美国的房地产市场迅速蔓延到了金融领域。
随着雷曼兄弟等世界著名投行在此次危机中纷纷倒下，次贷危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通货膨胀可以从一国传导到另一国，显示出输入型通货膨胀的特征，这正是
经济危机带来的严重弊端之一。
由于经济全球化在这次危机的扩大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于是这场危机最终演变成了全球性
的经济危机。
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也都因此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尤其是美国、日本和西欧等西方发达国家(
地区)，受到的冲击更是巨大。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这场危机中也没有能够独善其身。
2007年上半年，我国面临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通货膨胀带来了货币贬值、物价上涨、生产成本上涨
、热钱流入、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扩大等问题。
直到2008年8月以后，通货膨胀的压力才稍微有所减轻，而经此一役，人们对于经济领域的通货膨胀和
通货紧缩以及它们带来的影响也更加关注。
    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定义一直都是国内外经济学家研究和讨论的重点，学术界对于这个问题一直
争论不休，见仁见智，但始终没有给出一个统一的定义。
公认的权威说法有两种：一种是新古典综合学派的观点，即认为通货膨胀是“一般物价水平或物价总
水平的普遍的持续上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该派又被称为“物价派”，其代表人物是萨缪尔森；
另一种学派是“货币派”，其代表人物是弗里德曼，他通过货币数量论证明了货币量的增长是通货膨
胀的唯一决定因素。
目前，国内经济学家大多是综合以上两种理论，即通过研究物价和货币数量的两种经济现象来衡量通
货膨胀水平：如果物价持续上涨，货币供应量持续增加，同时还伴随着经济过热，这种现象就定义为
通货膨胀；反之，则称为通货紧缩。
衡量通货膨胀的常用指标有消费物价指数CPI、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和GDP平减指数三种，其中CPI是
最主要的衡量指标，它是通过衡量居民的生活费用来衡量通货膨胀水平。
当CPI超过5%，就可看作是严重通货膨胀，CPI在3%～5%之间就是温和型通货膨胀。
2010年，我国的CPI指数从年初的3.1%上涨到年末的4.6%，全年平均涨幅为3.3%，由此看来，我国的通
货膨胀还是温和型的。
但是事实并不容乐观，2011年3月份CPI指数已突破5%，通胀压力有增无减。
    了解了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定义以及我国现阶段的经济情况，就可以根据通货膨胀的具体种类来
了解通货膨胀的原因。
我国的通货膨胀主要有结构型通货膨胀、输入推动型通货膨胀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下面来分别了解一下这几种通货膨胀。
    1.结构型通货膨胀    2007～2008年度，通货膨胀率先在农产品和食品价格上体现出来，具有明显的“
结构化”特征。
例如，2007年食品价格上涨12.3%，其中粮食上涨6.3%，肉禽及其制成品上涨31.7%，蛋类上涨21.8%。
农产品涨价的原因有两个：一方面是由于政府政策对农村经济的扶持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要求；另
一方面也是市场规律作用的结果。
粮食生产成本增加，而市场的消费需求和生产需求旺盛，使得供求不平衡，价格也就被推高了。
2008年1～2月份，我国CPI创新高分别上涨7.1%和8.7%，这两个数字足以证明通货膨胀的规模在不断扩
大。
    2.输入推动型通货膨胀    输入推动型通货膨胀是我国通货膨胀产生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次贷危机发生后，大量的资金从金融市场流向商品市场寻求避险，而这些热钱的流入，大大地推动了
能源、原材料和农产品期货价格的上涨，从而推动了我国进口产品的价格，进而引发国内相关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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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上涨。
    3.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2007年至2008年6月，我国经历了高通胀和高增长的发展历程，这与我国特
殊的经济增长结构有重要关系。
从传统意义上来说，拉动需求有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出口，其中消费支出是总支出的主要力量
。
在发达国家，消费占GDP总量的2／3左右，其次是投资和出口。
而在我国的格局却截然相反，消费只占GDP比例的50%左右，而且投资和出口所占的比重还在逐年上
升。
而这种投资驱动型的增长模式，一方面加剧了国内能源、燃料等资源紧缺的危机，而资源的稀缺性又
进一步促进了物价上涨；另一方面又加大了国外大宗产品价格上涨对国内经济的冲击力，并导致输入
推动型通货膨胀。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经历了2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先后出现过4次高通胀率。
在与高通胀的反复斗争的过程中，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首次实现了宏观经济“软着陆”。
出人意料的是，我们享受刚刚形成的“高增长、低通胀”的局面还没有多久，在1～2年之后就迅速变
为“增长下降、通货紧缩”的状态。
这不仅是中国所面临的新问题，也是全球经济都在面对的。
正如英国《经济学家》(1999)所指出，虽然作为一个老牌敌人——通货膨胀似乎受到遏制，但一个新
的、可能是更加危险的敌人正在蓄势待发，它就是通货紧缩。
    不管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都会对居民产生财富效应。
不过它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也是因人而异的，它对低收入者的影响尤其突出。
在治理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政府要把财政支出不断地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领域倾斜，向低收
入人群倾斜，使财政收入的分配格局更加合理化。
这不仅有利于保障社会公平，而且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又好
又快发展。
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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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物价已成为当下中国最敏感的话题，不同学者对此又有不同解读，有人认为2012年中国存在巨大
的通货膨胀；有人则认为目前中国工业产能仍然普遍过剩，因此不存在明显通胀的压力；还有人认为
在欧元债务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陷入了通货紧缩的威胁，这让中国的通胀变得温和可控。
在复杂的形势下，针对是“胀”还是“缩”的问题，国内的经济学家基本分为了三个阵营：警惕通货
膨胀、警惕通货紧缩以及中间派。
　　风险的平衡状况也同样如此。
如果通货紧缩变成根深蒂固的状况，那么它会比大多数形式的通货膨胀更具有危害性。
当物价下跌的时候，消费者在购买行为中会持观望态度，以期待更低的价格。
这样一来，经济将会陷入消费疲弱和物价下滑的恶性循环中。
在负债累累的经济体中，物价的下跌会给消费者和政府的负债带来负担。
　　而对于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来说，这个问题是非常急迫的。
因为随着物价上涨，资产泡沫膨胀，很多新兴经济体早已过热，大多数新兴经济体不合时宜地放松了
货币政策。
《经济学人》调查了25个新兴经济体，它们中2/3的经济体的实际利率都呈负值。
它们的通胀预期并不稳定，因而物价会浮动也不稳定。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穷人通胀富人通缩>>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