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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涨不买落”为什么失灵？

张 巍

所
谓“买涨不买落”，是指当消费者

预期某种商品的价格呈下降趋势

时会推迟购买，持币观望，以期以最低

的支出购买到最廉价的商品；相反，当

预期商品价格呈上涨趋势时，会加紧抢

购，以防止价格上涨造成更大的负担。

这种消费行为会对消费市场的健康发展

形成不良影响。但是，去年末部分地区

粮油价格突然上涨，以粮食为核心的食

品类价格以3.7% 的同比涨幅创下年内

新高，虽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广

大市民却反应平淡，没有出现像1988年

那样由于涨价而引发全国性大范围的商

品抢购风，粮食及相关商品的价格趋势

也未对宏观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此次为

什么会出现“买涨不买落”失灵呢？

首先，商品充足是物价走稳的重

要基础。我国粮食生产已经连续3年实

现丰收，2006年粮食供求总量平衡，库

存充裕。经过几十年来国民经济高速

增长的量变积累，商品市场供求格局

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商品供应短缺

转变为全面的买方市场，多数商品供

求平衡或供大于求。据测算，2006年

下半年600种主要消费品中，供求基本

平衡的商品占 28.7% ，供过于求的商

品占 71.3%，供不应求的商品已从市

场消失。市场供求状况的根本改变，决

定了由生产销售者占主导地位的商品

市场转向了由消费者占主导地位的市

场。由于商品供应日益丰富，居民挑选

余地大大拓宽，再也不可能出现短缺

经济时期的抢购风潮了。

其次，政府对市场的调控能力增

强，大大提高了居民的消费信心。此次

虽然是部分地区粮价上涨，属于正常

的波动范围，但政府有关部门出台了

一系列政策平抑粮价，强调对这次粮

价上涨，既要看到是近两年连续下降

后的合理回升，有利于保护农民生产

的积极性和增加农民收入；又要防止

价格过度波动影响城市低收入困难群

体的生活和社会稳定。要求各地区、各

有关部门要明确责任，密切配合，采取

有效措施，切实做好粮油供应和市场

稳定工作。与此同时，有关部门制定相

应办法，发挥临时存储粮对市场的调

节作用，如果价格波动异常，且持续时

间较长，国家会放出一部分粮库的粮

食进行价格调节，稳定市场，这些对保

持粮食市场的稳定，抑制粮价上涨，稳

定民心起到了重要作用。居民对政府

的市场宏观调控能力有了更大的信心。

第三，收入增加提高了居民的经

济承受能力。1998-2005年，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7% ，农

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4.6%，城乡居

民 人民币 储蓄存款余额年均增长

14.9%。尤其是收入水平的稳步提高，

一方面直接对消费市场形成较强的消

费能力和购买力，为消费需求的快速

增长提供了前提条件；另一方面提高

了居民的抗风险能力，增强了对市场

变化的经济承受力。

第四，消费心理的变化使消费行

为趋于理智。应该说，消费能力增强的

同时，使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日趋理智，

消费心态也更加成熟。目前多数消费

者对商品的需求已不再停留在“价廉

物美”的阶段，已由过去的关注价格更

多地向注重商品质量转变，更多的消

费者则是喜爱新产品，重视商品款式

和流行式样，信任名牌、品牌，注重商

品包装的艺术性等。在消费行为上也

由过去的集中购买转向随用随买，当

期消费，不再会因为价格的变化而大

量采购、疯狂消费。

第五，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决定

了不会因食品价格涨跌而抢购。近几

年来，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发生了重大

变化，突出表现为食品等商品消费支

出比重逐渐降低，服务性消费比重不

断提高。据统计，我国城镇居民食品消

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由1990年

的 54.3% 下降为36.7%，降低 17.3个

百分点；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支出比重由

58.8% 下降到45.5%，降低 13.3个百

分点。因此，从以上食品消费比重可以

看出，近年来居民用于食品的消费所

占比重越来越小，食品价格上涨对居

民消费价格水平的影响力度已经大大

减弱，不会因粮价的波动而对市场产

生大的影响。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此次粮价上

涨虽然没有产生抢购现象，但是对一些

中低收入者还是带来了一定的经济负

担。政府和有关部门应更加关注中低收

入群体的生活状况，除想方设法增加这

部分居民的收入外，还要减轻其经济负

担，以利于和谐社会的发展。
（作者单位：云 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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