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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物价形势浅析

贾 颜

1992 年，我国国民经济运行从稳步回升进入快速

增长阶段。从总量上分析 1992年的经济形势，主要有

如下特点：经济高速增长，预计全年国民生产总值将增

长 12%以上，与此同时，物价总水平相对平稳，预计全

年物价总水平上升 5.4% ，低于计划 6%的水平；投资

需求增长较快，拉动了主要物资（如钢材、有色金属、木

材、水泥、煤炭、机电、汽车等）价格的普遍上升，部分物

资价格涨幅达到 50～60%，而消费需求增长缓慢，结构

基本稳定，居民消费心理比较稳定；流通中的货币增长

较快，预计全年现金将比上年多出 29%，但社会商品可

供量也明显增长，市场上适销对路的商品增加，同时随

着住房、医疗、教育、投资等领域改革的深化，商品化程

度提高，使居民的货币投放领域大大扩大；贷款及其需

求快速增长，预计全年贷款总额比上年增长 20.5%。由

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992 年，总供给与总需求大

体平衡的状况没有改变。

根据对经济总量的分析及预测，我们认为，恶性通

货膨胀在 1993 年度不会发生。1993年，国民生产总值

的增长将继续超过 10% ，物价总水平上涨的压力主要

来自价格的结构性上涨，金融形势有惊无险，通货膨胀

率将保持在 6—7%之间。1993 年物价形势将呈现以下

几个特点：1.价格结构性调整是物价上升的主要动力。

据国家物价局价格规划司计算，计划价格结构性调整

（包括放开一些价格带动的上涨）将达 3 个百分点。2.
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的矛盾，将引起比价关系发生结

构性变动。1993 年，消费需求增长将继续慢于国民生产

总值（G N P）增长。而投资需求增长仍将大大快于 G N P

增长。因而，投资品价格将保持坚挺上扬之势，工业消

费品价格回升乏力。3.农产品价格缓慢上升，农民在工

农产品交换中仍将处于不利地位。一些农产品价格将

继续放开；市场价格受需求压力难以有较大上涨，预计

农产品收购价格将爬升 3%左右，低于零售物价总水平

上升幅度。4.为维持经济高速

增长的需要，货币供给仍可能

使总需求略为超出总供给。

1992 年略为超出总供给的总

需求及 1993 年的总需求超过

总供给的一部分，可能转化为

市场价格的轻度上涨，但预计

不会超过 3%。

但是，也应该指出，从目

前情况推测，1993 年的经济形

势也存在着一些不利因素。主

要有：1.消费需求增长缓慢，

与我国的经济结构不相适应。这将使产品积压，效益低

下的情况得不到改善，甚至恶化。消费需求增长缓慢，

使一部分消费基金转化为建设基金，成为投资的重要

来源，这个比重过大会使投资品供给过于紧张，带动投

资品价格上涨，降低投资效益，而投资效益下降到一定

程度，投资需求就会相应降低，使经济的快速增长难以

为继。2.在快速增长的投资需求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政

府的不合理行为产生的，在把企业推向市场后，效益高

低将成为企业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而价值规律对政

府的投资行为的约束尚不够有力，不讲效益、低水平重

复的建设，非生产性建设膨胀所带来的需求旺盛是无

效需求，这部分需求是投资需求膨胀的主要基础。3.农

业生产仍处于落后地位，农业上的突发事件对物价总

水平的威胁依然存在。

因此，1993年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应注意以下几个

问题：

1.要防止政策对投资的引导出现偏差。在目前加

快经济发展的热潮中，各地政府的具体政策如果不体

现价值规律的要求，极容易引起投资的总量过度和投

资结构失衡，拉动物价总水平上升。截至 1992 年 8 月

份，原材料、燃料、动力的购进价格比 1991 年同期上涨

11.5% ，涨幅高于 1991 年及 1992 年上半年。投资额增

加较多是其主要原因之一，而投资增长是在各级政府

的政策引导和企业强烈的投资冲动下形成的。1992 年

上半年，仅地方新开工项目即达 10 363 个，比 1991 年

同期增加 2 485个。投资结构仍然不合理。1992 年上半

年能源、原材料工业完成投资 340.9 亿元，投资比重由

1991 年同期的 48.5%下降到 44.9%，一般加工工业投

资 66.4 亿元，投资比重由 7.8% 上升为 8.7% ，交通运

输能力日趋紧张。1992 年国家计划安排煤炭外运量比

上年增加约 1 000 万吨，但是仅东部沿海地区新增煤炭

需求量就达 2 000 多万吨。对投资品的过度需求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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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失调如不在宏观上加以解决，对今年的物价总水平

必将产生一个较强的上推力。

2.减少积压，提高效益。当前企业的经济效益总体

水平仍然偏低，1992年上半年全国工业企业百元产值

创利仅 3.3 元，比 1985 年低 7.9 元，亏损企业的亏损

额则达 243.5亿元，相当于盈利企业盈利额的 39%。产

成品资金占用过多的矛盾继续存在。1992年 6月末，全

国 37 万个工业企业的三项资金占用额为 7 157 亿元，

比 1991 年同期上升 16.7%，超过正常占用约 3 000 亿

元。占用资金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合理库存的

增长引起的。6 月末，全国工业品库存比上年同期增加

11.1%。产品积压较多的主要是纺织、机械、仪器、化

学、电子及通讯设备、电器机械及器材、黑色冶金等行

业。尤其是某些行业的产品，边生产边积压。1992年上

半年，机械、电器电子行业产大于销 7%，增加库存 105

亿元，纺织行业的四大类产品棉布、纯化纤布、呢绒及

毛线库存比年初上升 10.3% 至 37.9%。因此必须以提

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尽快改变企业生产积压产品和占

用资金过多的现象。

3.要继续狠抓“菜篮子”工程。当前物价总水平比

较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菜篮子”工程在消费品供

给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近年来食品、副食品价格上

升较少，也会对增加供给产生消极的影响。因此各级政

府要密切注意“菜篮子”问题，落实生产和供给中的配

套措施，防止消费品价格水平出现过低或过高的现象。

4.适度刺激消费，增加消费需求。消费需求增长缓

慢，特别是农民消费需求增长缓慢，这个问题不解决，

将使经济速度难以持续高速发展。政府应对提高农村

消费需求给以足够的注意。在价格上要注意保护农民

利益，粮价放开后，保护价格必需执行，使农产品能卖

得出。收购农产品的资金必须有所保证。继续注意降低

农民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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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的财权、财力应该适当集中

编辑同志：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高等学校普遍开展

了多种形式的科技有偿服务创收 活动，促进了地

方经济的发展，密切了教学、科研、生产的三结合，

不仅展示 了教学科研成果，扩大了学校声誉，同时

也 改善了学校的办学 条件和教职工的生活 待遇。

但 与此 同时也 出现了一些令人忧虑的现象。伴随

着财权下放，财力也 大大地分散了，以 至于一些学

校公 共积累减少，无力解决多年积累下来的矛盾。

不 少创收单位各自 为政，管理混乱，纷纷在专业银

行开设账户，私设“小金库”甚至任意坐支现金。有

的为 了调动部门和教职工的积极 性，利润分配 上

过多地向个人或小 单位“倾斜”，滥发奖金或实物

补贴。有的单位仪器设备没有统一管理，重复购置

现象十分严重，有的甚至成为小 单位 或个人的 私

有财产，不能充分利用。甚至个别单位竟然用正 常

教学经费或凭借权 力进行：“创收 和提成”。

上 述不正 常现象违背了我们改革开放“松 绑

放权”的本意，也 违背了国 家教委、财政部关于高

等学校“八五”期间财务工作的若干意见的规定。

长此下去，高校将会偏离教学这个中心，确实值得

我们警惕。

我们认 为，学校要坚持统一管理下的“财权下

放”和“财力集中”。对于能够层层分解下放管理、

任务明确的部分完全可以 把使用支配权下放到基

层，但总体上 财力要集中，确保 为发展教育事业服

务。为此需要做到三点：一是统一定编定岗定员。

这是学校公平下放财权的重要依据。二是打破“三

铁”，实行干部、教师的聘任 制。这是开展公 平竞

争，内部搞活，学校得以 发展的重要前提。三是建

立“校内银行”，广聚资金，同时保证有效监督。

王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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