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 的 位 置 ：首页 - 最新观点

 

易宪容：2005年国内物价仍会高企(1月12日)

文章作者：

    随着2004年11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增幅迅速下降到2.8%，有不少机构与媒体纷纷预示，国内的CPI上涨压力已基本上放

缓，2005年国内物价也会重新回到低位运行上。有人甚至于呼吁随着国内CPI增幅的下落，要当心中国2005年进入通货紧缩。 

    但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部署2005年人民银行十项任务时曾表示，2005年继续加强和改善金融调控，在进一步搞好总量调控

的同时，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信贷结构调整力度，继续防止经济出现大的波动和物价过快上涨。也就是说，物价仍然是央行关注的重中之重，

预计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的利率调整，以及其他货币政策操作，将在很大程度上与物价波动挂钩，物价将成为未来判断中国货币政策的重

要参考指标。 

    尽管一些宏观数据表明，2004年的宏观调控取得很大的成绩，特别是遏制了年初过热的经济，但是年底的这些宏观数据只是相对于年

初来说是下降了。如果把这些数据放在平常经济条件下作比较，哪一个数据不是表明中国经济仍然在高位运行呢？1~11月的GDP增长超过

9%、CPI增长4%、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增长13.9%；11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8.9%、广义货币增长14%、房价增长近13%。整个国家经济

在高位运行，投资必然会增长迅速，物价水平岂会下降呢？ 

    可以说，中国经济进入2005年，要说CPI迅速回落是相当不确定的，相反，CPI的上升仍然是2005年的主基调。 

    影响CPI上涨的主要因素 

    首先，尽管经过2004年宏观调控，但2005年国内经济扩张并不会停止，还有可能加速。国内经济的快速扩张，必然会造成生产资料需

求的迅速增长，从而拉动生产资料价格上升。而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不仅迟早会传导到消费品上来，也会带动服务品价格的上涨。 

    其次，能源油电运及原材料的紧缺或供应之瓶颈，在2005年不会有多少改善。2004年煤电运输油供应全面紧张，使得其价格大幅上

涨，不少地方煤炭及公路运输价格上涨一倍以上。这不仅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加剧了商品价格上涨压力，也推动向这些行业投资迅速增

加。2005年国内煤炭供应仍然不足已成定局。煤炭与能源的短缺，必然会导致煤炭与能源价格继续上涨，而煤炭与能源价格的上涨或是导

致电力不足或是导致电力价格的上涨。还有，如果国际油价2005年继续上涨，那么将对国内市场造成巨大的影响。 

    第三，2005年影响CPI上涨的主要因素仍然是国内房价的上涨。2004年国内房价上升较大，但由于目前CPI权数中居住因素所占的比重

不合理，因此国内房价上涨因素反应在CPI权数中的比重肯定会不高，否则，2004年CPI不会这样低。因此，2005年房价上涨因素如何真实

地反应在CPI指数中应该是相关部门注意的问题。 

    央行利率政策主导房价走势 

    当然，2005年国内房价走势，按照房地产商的说法肯定会如2004年一样大涨。他们认为，今年的房价上涨主要在于土地控制、建筑材

料价格上升、需求增加等，但在笔者看来，这些都不是最为重要的因素，2005年房价上涨幅度要看央行采取什么信贷与利率政策，特别是

央行的利率政策。2005年，如果央行利率调整的频率较高，那么房价快速上涨机会不大，甚至会下跌；如果央行加息的频率过低，那么房

价仍然会上涨，再加上国内房地产商的炒作，其上涨的幅度多大更是不确定。 

    如果国内房地产价格再次快速上涨，不仅会带动钢铁、水泥、建筑材料等产品的价格上涨，新的一轮固定资产投资过热又可能出现。

这样必然加剧能源、电力、煤炭、运输等进一步紧张，以及相关产品的价格上涨。而房价与这些产品价格的上涨也会拉动消费价格上涨。可

以说，这是央行为什么要十分国内物价变化的关键。 

    政策性调价不可忽视 

    2005年物价的上涨还在于公共服务的政策性调价。如与民众生活十分密切的水、电、燃料、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品的价格，尽管2004

年有一定的涨幅，但由于政府控制，其价格上涨的幅度都十分有限。但是，2005年许多地方将会继续出台相关的政策与措施，这些公共服

务价格会随着政策的出台上涨。这些都成为CPI上涨的巨大压力。 

    近几年来，尽管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十分迅速，但中国的要素市场化进程严重滞后。这就使得土地、资金、劳动力和资源在内的生产要

素价格不仅被严重低估，而且使得其配置严重扭曲。从传递出的各种政策信息来看，土地管理方式改革、资金市场化、劳动力保护和资源市

场化已经或正在被纳入下一步的政策重点，这必然对要素价格、进而对物价总水平产生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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