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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通货膨胀和发展进程

秘书长的说明

1 .秘书长谨向大会会员国转送按照大会1 9 7 9年1 2月1 9日第34/197 

号决议第4段规定提出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的报告。

2. 大会19 7 9年12月16日第34/145号决议有兴趣地注意到贸发会 

议秘书长打算就世界通货膨胀现象进行深入研究，先提交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二十 

五届会议审议，然后转交大会审议。

3. 1 9 8 2年9月1 5日，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5 9 7次会议决定，就贸发 

会议秘书长题为“世界通货膨胀和发展进程”的报告提出的意见（TD/B/914和 

Curr.l)也应列入报告，一并送交大会。

4. 理事会在议程项目3和4下审议了该报告。关于这两个项目的讨论经过载 

于理事会第五届第一期会议的报告第一章。1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七届会议，补编第1 5号》（A/37/15)，第二卷， 

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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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

导言

A.法律根据

1。 联大1979年1 2月I 9日第34/1 97号决议请贸易和发展理事会“讨 

论抑制世界通货膨胀现象的种种措施，以便加速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增长，并在具有 

一个公正和稳定的金融市场的情况下，增加它们的进口能力”（第3段），在这 

方面，并请贸发会议秘书长“根据$易和发展理♦会第144(XVI )号决定的规定, 

必要时在专家的协助下，编写一份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以供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审 

议，随后并交由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审议”（第4段），

2. 因此，贸发会议秘书长根据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144(XVI)号决定所规

定的职权，在贸发会议的活动范围内对这个问题予以更大的重孤 在理事会第二

十三届会议上，他告诉理事会，秘书处认为最近各国政策立场的重大变动显示有必 

要对政策的发展情况作出全面的审査；因此他建议向理事会第二十五届会议提出有 

关这方面的研究报告。理事会注意到这项建议并同意在第二十五届会议上审议该 

报告• 1本报告将设法提供一个分析性基础，协助各国政府确定可在国家一级和国. 

际一级采取的，用来控制通货膨胀同时又能维护发展中国家发展进程的政策措施。

B.政府间讨论的历史

3.通货膨胀的问题早就在贸发会议里受到政府间的重孤 1974年9月13

日，贸易相发展理寧会第十四届会议通过的第114(2CIV)号决定，请贸发会议秘 

书长视情况在专家的协助下，在贸发会议的职杈范围内，编写一篇关于通货膨胀对 

国际贸易与经济关系的影响的分析性报告，要特别注意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 

发达国家的问题”。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六届会议，补编第1 5号》（A/36/15 )，第三部 

分，附件一，其他决定，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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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贸发会议秘书处根据这项决定编写了一份分析性报告，2 * 4并提交于1975 

年7月28日至8月1日在日内瓦召开的专家组会议审议• 专家们以个人身份参 

加。专家组的报告5以及贸发会议秘书长的报告*都提交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十 

五届会议.那时候理事会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5。 1976年在巴黎举行的国际经济合作会议上重新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

但要等到该会议结束，并向联大第三十二届会议提出其没有结论的结果后，世界通 

货膨胀的问题才再次在联合国系统里受到深入细致的审il 那时候，联大在其

1977年1 2月1 9日第32/175号决议里，注意到国际经济合作会议的结论，

即“通货膨胀扰乱国际经济和货币秩序的运行，并妨碍发达囯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 

济发展”；考虑到专家组向贸发会议秘书长提出的、关于国际经济中的通货膨胀过 

程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的报告，请贸发会议秘书长“成立一个高阶层的政府专 

家小组，以便：（a)就当前继续对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产生不良影 

响的通货膨胀现象编写一份广泛而全面性的研究报告；⑺拟订向国际通货膨胀过 

程作战斗的各种可能措施的建议，以期能够制定旨在减轻通货膨胀的经济和社会影 

响的政策；该研究报告应连同理事会的意见一起递交联大，以便联大决定应采取何 

种进一步行动.

6。 按照这项要求，1978年7月2 4日至8月4日举行了一个世界通货膨胀 

现象对发展进程的影响的高阶层政府专家小组会亿 在会议上，来自发展中国家 

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专家就世界通货膨胀现象的分析达成了协商一致意见• 

在结论和建议方面，专家组内也达到了广泛的协商一致意见，虽然在某些具体问题 

上存在着意见上的分歧.专家组的报告提交联大第三十三届会议，

2 “国际经济中的通货膨胀过程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TD/B/AC. 18/2)，

5《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十五届会议》（第一部分），附件，议程项 

4，TD/3/579 号文件.

4同上，TDZB/558号文件a "

5参看《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十八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5(0， 

TD/Ï/704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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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联大没有就该报告采取直接行动。它在1978年1 2月2 0日第33/ 

155号决议中注意到该报告，并请“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考虑到专家小组报告 

所载的各项结论和建议，在其第五届会议上建议国际性政策措施，同一些主要货币 

币值下跌体现出来的世界通货膨胀现象进行战斗，并消除由国际转嫁的通货膨胀对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8。 1979年5月在马尼拉举行的第五届贸发大会来能根据联大的决议和专家

组的报告就这个问题进行有效的谈判，因此，联大第三十四届会议在1979年12 

月1 9日第34/197号决议中除其他外回顾了第33/155号决议，并“遗憾地注 

意到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五届会议对向世界通货膨胀现象进行战斗的国际政策 

措施，或专家小组报告所载的各项结论和建议，都没有采取坚决的决定”；认识到 

世界通货膨胀过程严重地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并肯定急需执行各种政策来控 

制通货膨胀* 在这种情况下，正如上面已经指出，联大请贸易和发展理事会讨论

这个问题，又请贸发会议秘书长编写一份报告以供理寧会审议，随后并交由联大审 

议》

C.摘要和结论

9.通货膨胀变成世界性现象以及它引起的经济活动的长期滞胀，使1970年 

代成为现代经济史上一个独特的年代，在这以前，各国的通货膨胀率相差很大， 

主要是由于每一国家的具体国内因素造成的.但是到了 1970年代，通货膨胀急 

剧加速；各国之间通货膨胀率的差距不论在全球一级或在区域一级（发达市场经济 

国家除外）都显著地缩小了. 这种现象可能反映了外界因素的日益重要性，就发 

展中国家而言，尤其如此#

10 •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初期，过分的总需求刺激了通货膨胀，而1970 

年代后期和1980年代到目前为止，通货膨胀似乎主要是成本因素引起的。但是， 

很难计算各种来源在某一通货膨胀率中所占的数量份额，并从中得出有关通货膨胀 

具体原因的结论，在国家一级，通货膨胀是下列因素之间复杂加频密的相互影响 

的结杲：供求的不平衡，外界引起的价格变动，决定价格变动如何影响整个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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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和市场的刻板性8 举例说，工资水平直接或间接地按照消费者价格指数调整 

的做法，加上公司为了达到指标收益率而采取的成本加价作价方法，意味着通货膨 

胀一旦开始就会很难收拾.

11. 政府的支出和征税结构也可能是造成通货膨胀压力持续不断的因素。常 

常很大部分的政府支出是按照通货膨胀率进行指数化，或与通货膨胀率一齐上落。 

税收虽然同通货膨胀率没有直接的联系，但许多国家的征税结构和政策使得税收随 

价格上涨而增加。虽然有人认为这种现象在需求过度引起的通货膨胀情况下，可 

能发生反周期性的作用，但这也等于生活费用的上涨。此外，由于价格上涨彩响 

名义支出和税收的程度一般不同，因此必须定期修订税率以维持征税和支出结构之 

间的必要一致性。另一个使问题复杂化的因柰是，定期修订税率会引起特别利益 

集团的注意，它们会设法影响征税规则和税率的修订方式.

12. 货币流通量的增加通常伴随着通货膨胀.这种增加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触

发通货膨胀；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它的作用是迁就别种因素引起的通货膨胀. 

在存在着上面提到的严重刻板性的情况下，一项非迁就性货币政策主要影响到的是 

实际经济活动水平而不是价格水平，在短期内尤其如此。因此，如货币政策不变， 

价格水平的提高通常会引起实际产童同时下降，即“滞胀”的情况》 由于现代工

业化市场经济不是孤立的，而是通过国际贸易，金融和货币制度互相密切连结起来 

的，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它意味着，当一些经济大国一旦发生通货膨胀，通货 

膨胀就除其他外通过国际贸易商品的价格转嫁到整个系统里。个别国家很难抑制 

这种不断由国外因素引起的邊货膨胀* 此外，如杲有关国家是一个主要储备货币

和金融市场国家，汇率和利率的变动会引起世界其他地方通货膨胀压力的增加。

13. 国际贸易商品的价格长期来说，受到主要贸易和储备货币国家的价格水平、 

汇率变动和生产率趋势等因素的影响，但在短期内也受到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

就大多数初级产品来说尤其如此• 1970年代内初级产品的价格极端不稳定•

此外，1970年代，原油以外的初级产品价格趋势虽然同制成品价巷趋势并无显著 

的差别，这种现象本身有异于早期的经验，那时候一般来说，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 

每况愈下。这一最近的经验显示，供应因素对于初级商品价格的影响较之需求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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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为大•基于同一理由，也必须承认1973年原油国际市场结构的重大变动对于通 

货膨胀过程发生了影响9

14. 197 0年代发屏中国家特别受到結嫁剗它们经济上的物价膨胀的影响。它 

们进口和出口价格的提高直接影响到®内价格水平。此外，出口价格的提高为发屏 

中国家带来更多的支出，迫得国内价格水平上升• I96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特 

另！I是非洲和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物价藤胀保持在相当低的水平• I 970年代贸易商品 

价格的变动引起了这些国家的国内经济出现严重的物价膨胀9在一些其他发展中II 
家，外来价格变动加强了源于E内经济、反映货币和结构因素的既有通货膨胀压力# 

高物价膨胀率对发展中国家有许多不良彩响，如增加它们经常项目的赤字，增加政 

府财政所受的压力和导致收入分配更不平均9

15. 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受到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专为抑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的政策 

的不良影响。由于美国几乎完全依赖货币控制来抑制通货膨胀所造成的髙利率，使许 

多发展中国家向外借贷的净财政费用增加了#此外，货币控制引起的经济衰退导致 

初级产品价格急剧下降a虽然初级产品价格的下膝减轻了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货 

膨胀压力，但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帐户是严竣的考虑9许多发展中国冢发觉 

通货膨胀率剧增时，进口价格也随着迅速提高，现在通货膨胀率缓下来，它们的出 

口价格又踉着下跌。

16. 通货膨胀是一组复杂因素在国家一级和®际一级相互影响的产品，相互影 

响的结果常常加强了制度里某一部分引起的通货膨胀压力# 一个有效的反通货膨胀 

战略因此必须包括一套完整的国内和国际政策措施。如杲不想严重地危害到增长和 

就业前景，各国就必须协调地采取这套措施。这个战略需要国际一级以及国家一级 

就其有效执行取得坚决的协商一致意见，

17•但是，一些主要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对于怎样处理各种社会和经济问题，似 

乎基本上缺乏协商一致《见，在一定程度上这反映了各个社会和经济集团在收入分 

配方面的斗争•通货膨胀令到这种现象更趋严重，因为它改变了收Â分配格式，令 

到一些集团感到更加不公平，因而要就各种复杂的经济问题取得广泛的全国性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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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变得益加困难。确实可以这样说，通货膨胀不鱼削弱了不同社会和经济集团之 

间的社会和政治共同意见，而見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这些社会和经济集团i：间缺 

乏共同意见。

18•由于国家一级没有共同意见，各国政府越来趟难以在国际一级就许多经济 

问题，包括处理国际经济关系的规则和体制结构，取得协议《这种情况在国际贸易 

方面尤为严重•普遍使用限制性金融和财政政策来控制通货膨胀引起的国际贸易的 

滞胀，使许多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帐户都受到沉重的压力#因此，许多政府都 

在努力促进出口，以期减■它们经常项目的赤字以及刺激国内经济，减轻不断恶化 

的就业情况。从世界经济的角度来看，更严重的是许多政府正在采取各种正式和非 

正式的限制汫口措施•想要扭转某些部门的失业趋势《

19•发达市场经济i[家间对于适当的利率和汇率政策的不断条论是国际社会在 

经济事项方面的分歧日益加深的男一征状》特别是许多人认为，美国货币政策对美 

元汇率和国际金融市场利率的彩响对于世界其他地方的经济前簣一特别是发M中国 

家的前景——具有重大的影响•但是，尽管必须恚切找出一个办法来减轻个別国家国 

内货币政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目前似乎还未能就这个领域里的国际协调取得必要 

的协商一致意见a
20*本报告建议了某些电要的政策结论。在面家一级，一套反通货膨胀政策是 

否有效的先决条件是社会中各经济集团之间必须就决定收入分配的规咖达成基本的 

协定。这方面不单包括谈判工资的方式，也包括敦府在各社会集团之间重新分配收 

入的程度和方式p由于达成社会和政治协商一致《见的过程不同和经济结构的差异 

各国可能采取的政策一定也有很大的不同：没有一个单一的政策方法可以有效地抑 

制各种经济里的通帒膨胀。

21•但是，在两个领域里，首要的外部事物冲击着国际经济的运行，对于发展 

中国家尤其有着严重的后果•首先，只要美元仍是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只要国际 

备融市场的交易很女部分仍以美元进行，美国的面内货币政策对于®际金融和货币 

制度会发生重大的影响例如，只要美国执行一个限制性的货币政策，进口资金的芡 

居中国家的财政负担就会大大增加。其次，主要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如同时采取紧缩 

总需求的政策，特别是限制性货币政策，对于国际经济就会发生严重的衰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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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影响是减少需求，间接影响是导致其他国家采取限制性政策》在这种情况下，

发展中国家不单面临出口滞销的问题，而且由于国际初级产品市场的性质，它们的 

贸易条件也会因之恶化》

2 2•各HI政府应就重要的国内经济政策进行协调却采取政策时应考虑到这些政 

策对国际社会其他成员的影响•由于在®家一级缺乏一系列足够广泛的反通货膨胀 

政策工具因而不大可能有效地解决个别国家反通货膨胀政策的ü际影响问题。如果 

一个国家消涂通货膨胀的唯一办法是控制货币供应，在审议这项政策的II际影响时 

势必会对该国的整个反通货膨胀方案提出疑问，另一方面，如果一个政府通过许多 

不同的政策措施抑制通货膨胀，就可协调这些政策，减少对国外的不良影响而又不 

削弱它们在国内的效率#

23•最后还需强调另外两点9首先，某于世界通货膨胀现象的性质和复杂原因， 

不可能单靠限制性货币和金融政策来解决问题，因为这祥会引起失业和资源的闲置, 

代价很大#其次，如果反通货膨胀政策不能避免对发展中国冢的经济环境引起不良 

影响，国际社会应该考虑用什么办法来减轻这种影响，此外，由于较穷的犮展中国 

家适应外来压力的能力有限，应采取搢施，使这些国家免受变化莫测的国际经济环 

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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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世界通货膨胀的出现

A.战后经历

24. 虽然在整个战后时期大多数国家的国内价格水平均有所上升，但在1960 

年代后期以前，人们尚未担心发生“世界通货滕胀现農” •在大多数地区，除1951 

年商品价格有过急剧上涨外，I960年代中期以前价格上升普遍较缓和，只有西半 

球的发展中国家是例外.在这段时期，人们普遍认为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是不可避 

免的，有时甚至需要伴隨经济增长而出现，对发展中国冢尤其如此.而且一般说来， 

个别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一定时期出现一次价格上升是一种周期性现象.因为通货膨 

胀与高度的商业活动有联系，人们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采取管理总需求的有效 

对策》

25. 在这段时期，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并不髙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 

不过解释发展中国家总的通货膨胀率情况需懊重，因为总的说来战后时期该集团内 

部的差异通常大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集团•发展中国家的加杈平均数因少数几个国 

家的通货膨胀率非常高而大受影响，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直到1971年价格上 

升还是较慢的，并且一般低于大多数发达市场经济国冢.

26. 战后时期世界通货膨胀所特有的形式在1970年代有了显著改变，用以平 

减国内总产值使汇率一直保持在1975年水平（世界通货膨胀的国内组成部分）的 

指数，其加权平均增长率从1960-1970年时期的每年5. 5%上升为1970-1978 

年时期的12. 3%.而且，历年的通货膨胀率显示这种速度的加快在I960年代后 

期即已开始。另外，世界通货膨胀率从1960-1970年时期的5. 8%上升到1970- 

1978年时期的15. 2%.两者的计算方法和结杲列于下文表1/不过，这种世界 

指数虽然有效地说明了过去二十年来的变化幅度，却未能说明所有地区通货膨胀的 

情况有多严重以及这些指数是否受到少数几个国家通货膨胀率非常高的不利影响. 

下文表2较详细地载列了各区域的情况：根据消费品价格指_取此种数据比获取 6

6 一般说来，要在灵活汇率制度内解释各国通货膨胀率的累计数值（转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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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总产值平减指数容易）算定的通货膨胀率中值和各国家集团的离差系数.

27. 表2表明在广泛的范围内确有通货膨胀加速上升的现象•而且，在1970 

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货膨胀开始加速时即可看出发展国家中的通货膨胀率离差 

系数已有持续缩小的趋势.这可以说明在1 960年代后期和1970年代初期国际因 

素对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起着S益重要的推动作用.

28. 从区域一级相世界范围内都可以明显看出，通货胁胀率的差别日益缩小， 

而膨胀率本身则在加快.非洲和亚洲在1950年代和I960年代价格水平都比较稳 

定，1970—1971年通货膨胀率慢慢上升，而在1973—1974年通货膨胀已显著加 

快.虽然这些区域的离差系数相当不稳定，但整个1970年代有显著的下降趋势. 

在通货膨胀率一贯较高的拉丁美洲国家也表现出同样的趋势.

29. 但在I 960年代后期和1 970年代初期，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 

的经验有细微的差别.首先，在1968年和1969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货膨 

胀率离差系数增加了，而通货膨胀率中值却相对猶定，这t味着在某些经济部门中 

通货膨胀率已开始加选1970年通货膨胀已I延到相当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这 

一点可以从通货膨胀率中值显著上升看出.反之，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一般上升 

了，但迟至1972年才显著上升。

30. 1973年和1974年所有区域的通货膨胀均加速，所有发展中区域的离差 

系数均下降•自从1951年以来，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第一次出现通货膨胀几 

乎同时达到最高峰的情况.1970年代初期，许多发展中国家农作物减产和粮食短 

缺固然是导致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但它们也遭遇到制成品和石油产品价格猛涨的 

情况.许多这类国冢的出口收入有了很大增长，这一方面由于战后商品市场出现最 

繫荣景萊，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由于1972年和1973年发达帀场经济国家的经济 

tfr况普遍同时奸转，1 97 4年至1 97 5年产量和投资的增长率下降，工业化国家经 

历了一次严重的衰选

(续）它所牵渉到的问迥#比具冇单一货币标准的固定汇率制_度多。参见完 

劳孙和萨伦特合著《世界通货膨胀：埋论.扣最'近的经验M华盛顿，布鲁.会斯 

岍究所，i 977年）Æ文本第633- 655页萨伦特所写“对世界性通货膨胀采 

收超千一-丨:f_i范丨的分忻方式” 一文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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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除了主要的石油出口国以外，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单位价值指数（以美元计 

算）年增长率从1972年的S %上升到1973年的2 5 %和1974年的4 7 %。不 

过，这些发展中国家的进口数量在1973年和1974年还是增加了，因为随着主要 

商品价格上涨，外汇收益也增加了，而且，1 974年和1975年国际金融市场借款 

的增加也促进了外汇来源的增加.结果，发展中国家实际国内总产值增长率下降情 

况不象犮达市场经济国家那样严重。

32. 1974至1978年除南美洲外所有区域的通货膨胀速度有一些放慢的趋势。 

但是通货膨胀率仍然比1971至1972年的水平髙得多.由于1978年底大多数工 

业国家消费品价格指数随着商业状况的普遍好转而开始又加速上升，1979年除日 

本外，所有主要国家的通货膨胀率有了很大上升.失业率仍保持过去一贯的髙水平, 

说明停滞性通货膨胀问题仍未得到解先1979年石油价格也急剧上涨，便通货膨 

服变本加厉.

33. 1980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货膨胀达到13. 6%的新高潮，其离差系 

数也显著下降。自1977年以来通.货膨胀一直在增长的意大利、联合王囯和美利坚 

合众国，在1979年和1980年其通货膨胀率达到新的记录.法国的通货膨胀水平 

几乎和1974至1975年时相等，而日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相许多其他西欧国家 

则比整个工业国家集团的平均水平以及它们本国在1974至1975年时的情况好得 

紇这种情况部分地反映了它们的货币同美元相比是升值了，减轻了进口价格上涨 

对它们国内经济的影响.

34. 1979年和1 980年发展中国家的所有地区的通货膨胀也加快了，非洲的 

增加速度则较和缓.

B .回顾最近政策的演变 

(1971-1982 年）

35.从1971年以来已发生变化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政策可以大致分为三个 

时期：1971至1974年，1975至1978年和1979至1982年.每一时期开始 

均呈现衰选在第一和第三时期，由于美国的政策有了重大变化，其他国家的政策 

制订者被迫重新估价它们本国的政策态势.在最后两个时期商品价格的重大上升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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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世界通货膨胀：a/1966 — 1978年国内总 

产值平减指数及其组成部分 

(对上年度的增长百分比）

世界性 

通货膨胀

；

国内部分 汇率部分

1966 3,93 3.89 0.04
1967 4.43 4.40 0.03
1968 4.53 3.98 0,52
1969 S.50 5.LS 0.34
1970 8.31 7.71 0.55
1971 ^ 5.19 6,46 -1.19
1972 -2.26 6.43 -3.17
1973 7,47 11.39 -3.95 )
1974 30.59 19,37 9.41
1973 16.58 15.16 1.23
1976 33.63 13.64 17.59 !
1977 20.71 1厶.36 5.10
1978 14,07 11.53 2.27

年平均

1960-1970 5.77 5.52

1

0.23 :

1970-1978 15.17 12.34 2.52
1960-1978 9.85 8.50 1.24

资料釆源：贸发会议秘书处根提国际来源算定的数值.

每年的计算数字走根链各国的国内总产值平两指数及相对于 

美元的平均汇率算定的设',t = t年i国以其本国货币计 

算的SI内总严值；设相应的国内总产俚平减指数 

(di , 1975» 1 );设3i , 适用汇率，上面已列明' 

年百分比变化的三个指数是：.

世界国内总产值平頻指数=/hWi，1975

国内钼珉部分》= E Vi,cei,1975；^ S Vi,cdi,cei,19:75 
i / i

汇率组成部分《= S Vi,tdi，cei，t/ S Vi，’i，t：ei，1975 

i 1 1

a-不包括东欧和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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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966 - 1980年世界逋货膨胀的态势

发达市场

经济国家

发展.î^国家
1

共计 非洲 亚洲 南美

中美和i
加勒比1

价裕年 蟧长 率中 值 {%、

1966 3.8 3.3 2,9 4.0 8.1 1.8
196 7 3.4 2.1 1.S 4-2 10.5 1.3
1968 3.6 2.5 1,9 2.3 5,7 2.5
1969 3.2 3,3 3,8 3.4 6.4 2.2
197(^ 5.8 3.7 3.2 4,2 6,0 3.2
19 71 6.2 4.0 4.0 4.2 7.5 3.0
1972 6.5 5.5 5.5 6.3 11.3 5.0
1973 9.1 11.3 6.7 14.4 16.9 13.6
1974 15 . 1 13.1 15.0 24.3 24.6 17.5
1975 12.7 15.2 16.6 11.1 23.3 15.2
1976 10.3 - 9.8 10.8 1,1 26.8 7.0
田7 11.2 11.6 12.7 L0. 1 35.5 9.7
1973 3.3 9.5 10.1 6.7 23.2 8.2
1979 9.6 12.3 11.3 9.4 30.8 14.7
1980 13.6 15.3 12.3 14.5 41.2 16.8

离差系效â

1966 0.55 2.23 1.65 2.61 5.57 2.25
1967 0.51 2.37 3.19 1.14 4.06 1.69
1968 0.76 1.94 2.64 1.27 3.27 1.50
1969 0.88 1.43 1.16 1.49 3.06 L.40
1970 0.47 1.30 1.53 1.03 2.37 0.70
1971 0.55 1.05 0.99 0.91 2.37 1.35
1972 0,38 0.33 0.38 0.54 5.28 0.43
1973 , 0.42 0.90 0.85 0,37 3.43 0.68
1974 0.61 0.59 0.ÔÛ 0.37 1.59 0、0
1975 0.57 0.81 0.37 1.11 4.20 0.59
1976 0.90 1.17 1.04 1.95 3.13 0.7Ô
197 7 Q .11 0.7^ 0.71 0.56 1.62 0.55
1978 0.91 0.83 0.84 1.03 1.32 1.05 ■
19 79 - 1.03 0.33 0.75 0.86 1.39 0.44

! 1980! 0.53. 0.96 0.76 0.77 1.12 0.24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根#国际货币基金钾织的《国际金融统计》（各期）所 

列涓费品价裕计算.

a 中值除以第二和第三个四年期的变幅总值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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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了周期性的最后需求的压力，使潜在的通货膨胀趋势更加严重。

36 .随着美国当局在I 97 1年8月作出停止将美元兑换为黄金的决定因而不可 

能建立一个新的平价汇率制度以后，1971至1974年时期的特点就是以1973年 

普遍浮动制代替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固定但可调整的兑换制度。7当时赞成实行普遍 

浮动制的论点是一般认为在执行货币政策上可有较大的灵活性^

37. 在努力使经济从1970至1971年的衰退情况恢复过来的情况下，发生了 

如何建立适当汇率制度的争论.最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采取了扩张措施，只是时 

间不同而已在美国，采用的形式是裯税、增加政府开支和增加货币发行量.联合 

王国采取大致类似的措施.但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日本比较更着重在奖励投资， 

而法国则主要霏在公营部门增加工资来进行刺激.

38. 虽然普遍采取扩张政策，但决没有忽视稳定物价的目标.美国和联合王国 

针对此目标所采取的收入政策一开始还有些成效，但到1974年它们都逐步加以放 

弃了. 1973年生产及就业水平普遍提高，商品价格也开始上涨，主要的发达帀场 

经济国家便在这一年和1 974年立即采取货币管制措施*

39. 第二段时期在1974年出现了商品价格暴涨，石油价格大幅度上升以及严 

重衰退开始露头的情况，这时期的主要特点是美国来同其他主要工业化国冢协议采 

取旨在恢复世界经济增长的协调措施，而自行采取适度的扩张政策•这些工业化国 

家大多数在1974年和1975年采取了适度的扩张财政政策，而在1974年的大部 

分时间仍实行相当程度的货币管制.因此，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纯效果，总的说来，

只是在197 5年才是明显扩张的. ’

40. 1976至1978年，政策制定者日益重视将不能接受的高通货膨胀率降下

来•由于适当地采用浮动汇率制度，货币政策不再象过去那样重视它们的汇率后果。 

美国执行优先维持就业和增长的政策不过其货币指标幅度也逐渐在下降.1 978年

7实际上十国集团已于1971年1 2月在华盛顿史密森研究所举行的会议上就新 

汇率达成协议•但是议定的汇率不能有效地防止外汇市场的投机活动，于是 

1 973年3月所有主要的货币均允许浮动.后来囿际货币基金组织临时委员会 

于1976年1月在牙买加金斯數举行的会议上达成协议，给予固定和浮动的外 

汇汇率以同等的合法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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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工业化国家在波恩举行的第四次首脑会议正式达成一项协议，采取协调措施以 

刺激增长和就业而又不重新激起通货膨胀.

41. 甶于经常帐户赤字增加以及美元对其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的汇率不断下降， 

美国的政策从1978年1 1月起有了惠剧的转变.采取的形式是美国当局大规模 

地千预外汇市场.其作法是以外国货币借款筹应部分外汇同时增加联邦储备金贴现 

率.欧洲经济共同体关于建立欧洲货币制度（已于1979年3月蓄业）所达成的 

协议以及瑞士当局早先为限制其对德国马克的汇率所作的决定•反映人们对浮动率 

普遍丧失幻想.

42. 1979年中期衰退开始，同时通货膨胀又重新出现，政策制订者觉察到一 

种困境（一直到今天还存在），即要积极推行限制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必然危及就 

业状况，而他们又祖心有利于创造就业机会和刺激增长的扩张措施会破坏稳定价格 

水平的工作.在美国，政府决定果断地恢复它努力降低通货膨胀的信誉.1979 

年1〇月联邦储备委员会将其经菅办法改变为储备金基数管埋、增加贴现率、对银 

行所经管的债务提出储备要求.后来美国的利率上升，大看资金都改兑为美元.

其他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为保护本国货币作出了反应.几乎所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都 

提高利率.这样，即使失业明显增加，伹经济政策还是坚决釆取紧缩通货的措施.

43. 1980年2月和3月美国当局进一步提高贴现率，还实行了有选择的信贷 

管制.1980年又制定了对储蓄机构觯除管制及对货币实行管制法令，促进已经 

展开的财政革新，同时设想在经过一段过渡时期以后对尚未成为联邦储备系统成员 

的所有银行和储蓄贷款机构提出储香要求.正象几个月以前的情况一样，买施了 

这些措施以后，所有主要的和某些较小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都釆取各种办法实行紧 

缩通货的政策.当大多数国家提髙利率来对付美国利率上升以避免由于本国汇率 

下降而造成费用上升时，联兮王国却未受到这种压力，因为英镑与石油有关系而地 

位较硬，徂还是认为要在本国实行反通货膨胀政策就必然要提髙利率.只有在日 

本，以及暂时在法国和荷兰，利率却下降了，因为有些国家开始把防止就业情况恶 

化放在比较优先的地位，一些较小的西欧国家设法利用收入政策来抵销货币政策的 

衫响.但是，只項■日本一个囡家以数值录明1981年国内总产值的增长指标，为 

实现此一目标在1980年9月颁布了一榄子措施，包括增加公共工程开支和鼓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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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建筑和发电等方®进行投资.

44。 198 1年和1982年上半年大多数国家因要控制衰退而继续采取限制政策， 

只有法国独树一帜，其新政府实行了面向投资的扩张政策，以缓和日益严重的失业 

趋势•

45. 尽管有一些邂货膨胀下降和失业超过以往战后时期的最高峰的趋势• 1981 

年和198 2年利率还是非f高.主要原因是美国政府在1980年和1981年出现 

大t赤字，由于它在198 1年初实行大两税，同时还在实行限制性的货币政策，预 

计在1982年和1983年内这些赤字还会大鼋增加.其他大多数国家为了继续把 

保护汇率和稳定价格放在优先地位•直到1982年中期还在实行限制性的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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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世界通货膨胀的国内和国际因素

46. 今天，通货膨胀是全球性的，对此可以有三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通 

货膨胀之所以遍及全球，完全是因为某些起因巧合地在大多数国家间同时露头(诸如 

经济周期的同时性），或者是因为大家对于共同的忧虑或政策压力作出共同的反应. 

第二种解释认为，通货膨胀起始于一个或几个®家，它们在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 

足以使其通货膨胀传及世界上其余国家.8第三种解释则认为，全球性通货膨胀之 

产生是由于一些特殊的国际因素，诸«:界货币储备和货币供应的流动（特别是以 

往十年中欧洲货币市场的迅速发展），汇率制度或国际市场力量（卡特尔、跨国公 

司、工会国际化）的作用等.这三种看问题的方法并不相互排斥；国内和国际因 

素在各国的通货膨胀过程中都起一定的作用，

47. 此外，我们也不能忘记：目前的世界通货膨胀反映了历史的演变，而这种 

演变是在1960年代中期就开始的，这一说法也可以说是对世界通货膨胀现象起 

因的一种分析。首先，必须忆及1起始于某些主要的犮达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货膨 

胀迅速加剧，通过国际渠道波及世界其他国家而且由于1973年至1974年主要犮 

达市场经济国家同时好转，竟成为一种长期的现象.1973年至1974年商品价 

格暴涨，国内能源价格剧增，进一步加重了通货膨胀• 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一 

些较小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来说，这一分析基本上到此为止•因为这些国家对国际 

物价或资金流动并没有任何重大彩响。然而，对于多数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来说， 

情形就很不一样了。 在这些国家里，不论通货膨胀的冲力最初来自何方，一旦成

例如，1960年代后期美国预算赤字增加，引起了强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这些 

压力通过出口价格的提高和通过美国的对外帐户，传递给其他国家。

例如参阅，Walter S. Salant所著：《从超国家的角度分析全球性通货 

膨胀》，前引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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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内的现象，就会反过来影响国际经济，刺激反馈系统，从而产生一种持续的国 

际通货膨胀，与原先的起因性质上迥然不同，因而，为了认识目前世界通货膨胀 

现象，有必要集中分析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和国际经济制度中促使世界通货膨胀不断 

螺旋式上升的那些特C

A.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国内因素

48. 在一国本国里，国民经济中的通货膨胀应被看作是供求两方面复杂而又不 

断的相互作用所造成，是外贸部门的价格变化所造成•也是整个经济中价格变化受市 

场体制的种种严格限制无法传速而造成.鉴于这些因素在犮达市场经济国家远比! 

在其他国家复杂，而它们的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比较重要，对于国际环境有着很大的 

影响，因而，本章下文将集中分析这类国家的问题

49。 大家都承认，没有货币的因素就不可能有持续的通货膨胀，然而对于货币 

供应究竟是内在抑或是外生的可变因素，却有很大争礼货币论者认为，货币供 

应是由货币发行当局从外决定，而货币供应反过来又决定名义收入.因而，如果 

产出水平不变，货币供应增长就会导致物价上升，货币论者把这一分析解释为： 

通货膨胀一定是由于造币率过高所导致.事实上，如果审议一下现代金融和信贷 

体系中的造币过程"，看法就不会那么绝对了， 首先，•各个私营和公营u部门的 

开支决定会造成一定的银行限期信贷需求。银行能提供信贷的数量取决于银行可 

用的存款，同时也取决于中央银行对货币基数的管制.也就是说，实际的造币数 

量是取决于供应与需求的相互作用.造币过程的彩响既取决于信贷的最终用途， 10 * 12

10犮展中国家的情况将在第四章牢议#

"关于银行信贷的作用和货币供应的行为潜势的阐述，参阅Richard Cogülai 

所著《货币、信贷和经济》（伦敦：George Allen和Unwin,1980年），

12公营部门的开支对于货币供应的作用局限于由银行拥有的公共偾务所供资的那 

部分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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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取决于银行信贷的供应量与银行存款的供应i:之间一即货币的供应与需求之间—— 

的可能差异由利用信贷而产生的第一个作用反过来又可能影响货币的需求（而 

货币的需求特别取决于收入）.

50.因而，货币供应可以说是由财经部门的开支决策"从外决定，但是》货 

币犮行当局决定扩大货币基数不一定就单纯地会造成货币供应多倍扩增。因而， 

货币管制应对症下药，针对货币增长的具体原因，不应仅限于管制货币供应的总额， 

仅仅迨求单一的货币指标可能造成利率高、变化无常1M因为银行相互之间以及与 

其他金融机构会竞争吸引存款），而且，可能使生产业由于用于生产的信贷减缩而 

受到影响.此外，信贷收缩又可能诱使财经界用其他交易方法取代货币，或转向 

国外借良 因此，显而易见，货币供应管制在实践中并不是一桩简单的事情. 

即使管制顺利，还是有迹象表明：尽管货币供应的限制会减慢名义收入的增长，但 

实际增长恐怕比价格更受影响.

51 .具体而言，降低名义收入增长率究竟能相应地降低多少通货膨胀率，主要 

还是要看物价水准对过量货币供应的敏感程度如何.例如，确定工资和物价的过

〃货币论者把分析集中于第二个作用，即，货币需求与供应之间的失衡感应。

他们认为，与实际收入、利率等几个因素相比，对实际货币出入的需求应该是 

稳定的，因此，过量的货币供应会引起这些可变因素的变化，如果一国经济 

处于全部就业状况，那末，价格上落将起调节作用，使实际货币出入的需求达 

到理想的水平。

u这些开支决策的目的可能为了希望购买金融资产、购置货物和劳务、甚至弥补 

生产费用的增长额，

”对于一个处于汇率浮动下的开放经济来说，利率变化无常会导致汇率不稳定， 

而汇率不稳定则可能对实际生产造成消极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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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16 17 18、结构的变化（诸如，生产增长率长期下降）、生产结构的不灵活等等，不论 

银根收得多紧，都可能产生通货膨胀压力。

52.犮达市场经济国家中的工资和物价确定过程使物价和工资易涨不易跌，特 

别是制造部门更是如此^企业定价通常是总成本加一定的毛利-这种毛利是从 

长期考虑确定的（例如，根据生产水平所占生产能力的“正常”百分比、生产力的 

增长趋势），因此，.价格对于短期的菁求消长不会很敏感• 劳动力市场的情况 

也相类似.工资反映周期性失业率远不象反映维持工资购买力的意愿那么灵敏。 

工人们决定其长达几年的舍同期工资要求，主要考虑到某种可预见的通货膨胀率以 

及相对工资.u 限定工资和物价的傲法是劳资双方力量都比较集中的那些经济国

16 “合理期望”假说结合“自然失业率”假说则认为，随着物价变化而出现生产

和就业方面的短期波动，是由于一些期望未能实现的缘故.失业是由于个人 

的主观选择影响了市场，而市场又因价格的伸缩而经常地处于供求平衡状态。 

这是一种赶于死板的假设* 只要一旦工资和物价不能敏感地作出调整，市场 

不能达到供求平衡，失业也并非因主观因素造成，而是由于劳动力过剩所致， 

那么这种假设就行不通了，

17相对之下，初级产品的价格伸缩性就比较大了，因为这些产品的市场活动方式 

类似拍卖市场4 参阅Arthur M . Okun所著《价格与量：宏观经济分析》

(牛津：Blackwell, 1981年），其中阐述了初级产品市场和制成品市场 

价格形成的差异# 此外，因为初级产品供应的弹性比较小，它们的价格对于 

任何过量的需求反应也更强烈.

18 —部门的工人关心其他有关部门所定的工资，因而会反对相对工资的削减。

例如，由于相对工资的谈判，生产增产率高的部门提高工资可能会漫及生产率 

毫无增长的其他部门，此外，工人们还关心工资成本以上的增值所反映的工 

资与利润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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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一个特点。19 待别是在“社会合作关系”差的国家，对收入分配的争夺使定 

价变本加剧。如果工资谈判能讲明以工资占总增殖的比例为根据，那末，价格上 

升的压力就会减小。

53. 由于工资和物价不肯“持续”下降，名义需求缩减后调整的负担往往就落

到产出和就业之上《 在习惯了通货膨胀的经济中，工资和物价结构可能免不了总 

是作通货膨胀的准备4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稳定物价用政策管制需求，结果可能 

在产出和就业方面造成更大的损失。 .

54. 导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普遍的持续滞胀的另一个因素是，在1970年代期

间生产率的增长严重放慢，从下文表3可以看出，生产率的下降甚为普遍，没有 

一个主要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得以幸免。这一现象加强了通货膨胀的压力，使各企 

业在定价时都考虑到工资成本与劳动生产比率之比2° (即每小时的产出）# 由于

工资是固定的，生产率下降必然导致公司提高价格，而且如果人工时数保持不变， 

那么也会导致产出减少.当然，在劳夯部门，生产率的下降对价格有更直接的影 

响。

55. 许多人提出了各种理由来解释生产率的下降，其中最重要的也许是，投资 

增长迟缓和结构变化特别是对工业化国家所起的作用.关于令人注意的资本投资 

率下降的问题（见表4),中期需求前景的不乐观k持续的高利率，无疑都起了作 

用。产出、需求和就业方面的结构变化，也可能导致了生产率的下降。例如，

参阅前文脚注2提及的贸发会议秘书处报告（TVB/AC. 18/2),其中述及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力量集中问题.Cagan还发现，美国的价格固定程度 

是与工业的集中有着某种关系，参阅PüilliP Cagan所著：《持续的通 

货膨胀》（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9年），

Ok un认为，眼光较长远的企业一般考虑的是生产率的增长趋势，而不是 

生产率的实际水准，参阅Oktm著，前引书，第249至250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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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减少环境污染、改进公共安全的规定，需要把资金资源挪用于其产出难以测定 

的一些活动。尽管这类行动并不一定反映生产率实际下降，但是，政府向生产率 

下降的部门提供补贴，把可投资的资金资源从生产率高的部门转移挪用，必定会减 

缓了整个经济的生产率增长速度.

5S.政府开支和政府预算赤字导致或加剧通货膨胀的作用，长期以来一直是争 

论的题目.有些领域的人士认为，增加政府开支会加重捐税，从而阻碍了私人储 

蓄和投资.此外，假如所增加的开支来自银行以外的私人储蓄，那么，利率受压 

力上升•必然挤缩了私人的信贷需求.1960年以来，大多数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国家的政府开支所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确实有所增长.另一方面，1960年 

至197m：—段时间里公共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却并未增多• 不过，

虽然有些国家利用预算赤字来扭转经济周期，但是，这种赤字即便在经济增长时期 

也依然很大.

57。 一般说来，政府开支是否会加剧通货膨胀压力取决于这些开支中消费与投 

资的比重，也取决于政府投资的公共服务是否满足实际的需要.社会逐渐富裕， 

对公营部门的各种货物和劳务的需求也日益增长，这是自然的.但是，假若政府 

提供的是多数人认为并非满足实际需宴的公共货物，则可能会助长通货膨胀，特别 

是如果以此取代了实际需要.此外，军备等方面的开支迅速增长，也往往可能是 

通货膨胀性的# 但如果说政府增加开支的确促成了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压力的话， 

那么，过度反对公共开支却也可能得不偿失.大幅度裁减社会计划或减少公共货 

物和劳务的提供，可能导致社会动乱.另外，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减慢经济和社 

会基础结构方面的公共投资速度将对整个经济生产力产生不利的影响a

58。 目前似乎有不少证据表明，在1970年代的十年中，通货膨胀主要是成本因 

素促成的.这部分解释了为什么表示所谓滞胀（即高度通货膨胀、与大幅度失业双 

管齐下的现象）的菲利普斯曲线不断上升的缘故（见图表1 ).它还表明：名义 

收入的动态与实际收入的动态的关系现已远密切，它与价格升落的联系（见下列表 

5 ).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24 -

表

总生产率的趦势*

国家

I960- 

19乃年
1973
1976 年 im年 1978 年 L?79 年 1卵0年

年乎均变化（百分比）

美国 2*1 0•0 1.9 0.1 0.5 -0.4

日本 9.1 2.4 3-9 3.a 4.2 M
德意志联邦共和囯 4.3 3.0 3.0 5‘2 1.1

法国. 4.7 3.1 1.5 3.3 3.4 1.0

联合王国 3.0 1.0 0.7 2.0 -0.2 -0.5

意大利 5.7 0.7 o.a 2.2 3.7 2,6

加拿大 2-5 0.3 0.4 0.0 -1.2 -2.6

fch利时 4.3 2.a 0.9 3.0 1-0 0.6

荷兰 d.O 2.3 2.2 2.1 1.5 -1.0

瑞典 5.3 0.9 -2,7 1.0 2-1 1.0

瑞士 2.9 C.é 2.6 -0.3 1.3 1.3

资料来源:国际潸算银行，《第五十一次年度报告 > (巴基尔，Ü98I年6月15曰）, 

第34页，

*实际国民（或国内）生产总值与文职就业人数之比.

表 4

非居民私人固定实际投资的年平均变化準 

(百分比）

国家 1960-1975 年 1973-1979 年

美国 5.4 2.1

日本 U*〇 2.2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4.5 2.7

法国 7.5 1.1

联合王国 4.3 1.5 -

意大利. 4^9 -1.6

加拿大 5.3 4.5

尤利时 5.7 1.5 -

荷兰 4,6 1.7

瑞典 4,) -1.3

瑞士 5.3 -1.3

资料来源:国际清算银行，《第五十次年度报告 >(巴塞尔，1980 

年6月9曰），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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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总之，通货膨胀不只是一种货币现象，而是整个经济制度失衡失调的症状。 

严厉的抑制需求政策可能减慢价格水准的上升，但付出的代价是产i出大减，失业人 

数大增，而且，通货膨胀的主要国内原因，包括确定工资和价格的做法、体制问 

题、结构的固执地偏向于供应者立场、由于生产率伴滞增长而引起的费用压力等等, 

以及一些其他国际因素，即便这些政策取得一定的成功，仍将是潜在，一旦总的需 

求回升，还可能再引起通货膨胀.因此，单靠需求管制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 

可能忽视了通货膨胀其正的起因• 不止此，长时期的经济停滞对于生产率增长的 

不利影响甚至会加重经济通货膨胀的可能性.结论看来是，应该同时采取各种不 

同的办法，包括:需求管制政策(例如，用政策有选择地管制不同来源的开支•以维 

持适当的生产投资水平），改善生产条件、降低投资成本的措施（包括收入政策， 

辅之以设法创造和保持促进社会合作气氛的措施、反垄断倾向的措施等），以及在 

国际一级采取的一些旨在消除全球性通货膨胀压力、确保世界贸易制度顺利实施的 

措施.

B、通货膨胀的国际传播:

一些全球性冋题

60. 各国经济日益相互依存，这种情况是同囿际经济制度的某些关键成分的重 

要发展同时产生的，在某种程度上还是由后者造成的.其中有三种成分特别值得 

注意，因为它们可以说明引起通货膨胀在全世界传播的一些因素.第一种成分是: 

世界外汇储备和国际银行信贷制度提供的国际清偿能力.第二种成分是：世界各 

国货币相互联系的汇率制度• 第三种成分是：货物市场的il际一体化和其定价方 

法.

61. 第一种国际情况的发展涉及国际清偿能力同世界性通货膨胀的关系• 根 

据货币数量理论的实际研究报告《声称：外汇储备增加会扩大货币基袖，增加各 

个国家的货币供应（假定货币乘数不变），因此引起价格上涨.然而，其他一些 

“例如，请参看IGenbeŸg和A . K .Swobo da所著:《美元本位下的世界性

通货膨胀》（国际研究学院，第12号讨论文件，1977年，日内瓦），以及

H «R teller所著：《国际储备和世界性通货膨胀》《货币基金组织工作

人员文件》，第二十三卷，第1号，1976年3月.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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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22 23 24 25则认为，至少在最近的汇率浮动期间，储备不足通货膨胀之；相反，是 

国际储备随着通货膨胀起变化.到底是世界外汇储备的增加（或者说，总的国际 

清偿能力的扩大，它包栝官方储备和国际银行制度提供的私人清偿能力）导致世界 

性通货膨胀，还是恰恰相反，取决于所增加的储备是用于额外开支还是用于弥补国 

际价格上涨造成的逆差.如果中央银行在购买由于经常帐户盈余或外国资金流入 

而增长的非银行私人外币清偿能力之后，仍然不能制止这种资金的流入，那么，这 

种银行制度的储备基础就扩大了，银行贷款也可能会所有增加•。有人还说，国际 

清偿能力的增加减轻了储备的紧张状况，会鼓励采取扩张政策，从而引起通货膨胀. 

另一方面，如果外币清偿能力来自贷款，用以支付因国际价格上涨而引起的逆差，

或者如果这种清偿能力是由官方取得，重新存入外国银行，以便积累外汇储备支付 

今后的逆差，则通常不会增加国内货币供应.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这种情况：外汇 

储备是用来对付通货澎胀的，而不是助长它•》

62,同祥，人们担心，由于国际清偿能力增加而扩大的欧洲货币市场将对世界 

经济产生通货膨胀的影响，他们认为，由于在欧洲货币市场上的银行营务活动不 

受储备說则的限制，因此，信贷乘数将是很高的.然而，人们估计，如果考虑到 

所有的有价证卷的反应，实际乘数可能非常之低，接近于不变.不管怎么祥，有

22例如，请参看M.S.Kiian所著：《通货膨胀和.1际储备：根据时间顺序的分 

析》，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文件，第二十六卷，第4号，1979年1 2月.

23例如，人们犮现，在19S7- 1972年固定汇率美元本位制度期间，德意志联 

邦共和国和日本的外汇储备，由于外国货币流入，大量增加，国内的货币供应 

量也随之扩大》

24从第四章又节可以看出，无石油输出的发展中国家1970 — 1980年期间经常 

帐户逆差之增加，大都是由于进口商品价格的上涨•

25 例如参阅 J.Hewson 和 S.Sakakibara，The Siirocurrency Markets 和 Their Implic

ations (Lexington, : Lexington Books，197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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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是清楚的：欧洲货币市场向有国际收支逆差的储备货币国家不断地提供了清偿 

能力.欧洲货币信贷确实帮助了发展中国家支付国际收支逆差•然而，一些发 

展中国家，特别是最穷的发展中国家，无法得到这种贷款• 另外，近年来国际金 

融市场上相当高的利率也使得这个资金来源的代价过高.

63. 国际金融市场有两个方面可能会间接形成通货膨胀的倾向.第一个方面 

是：银行国际偾务的总额越来越难于确定和说明，因此，国内货币供应就更难控制• 

第二，欧洲货币市场增加了资本流动的速度和数额，使类似的金融资产更易用不同 

的货币表示，结果汇率也就越来越不稳定.之所以会引起通货膨胀是因为：一些 

国家在其货币增值之后，价格却不肯下降，因而使汇率的变化没有得到充分的补偿; 

而另一些国家的货币相对贬值则反映在国内价格的上涨上《 另外，汇率的不稳会 

使货币增值的国家不得不干预外汇市场，结果，假如储备的流入的作用无法制止，

货币乘数也不改变的话，就免不了会^大了它的货币基础，增加了它的货币供应#

64, 第二种我们应当注意的与此紧密相关的国际情况之发展是在汇率制度方面. 

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制度垮台了，自1973年以来取代它的是各种程度的灵活的汇 

率.这就突出了固定汇率和灵活汇率分别对于世界通货膨胀的影响的问题• 从 

理论上来说，汇率灵活应能使一个国家不受其他国家通货膨胀的冲击.然而，人 

们发现，在短时期内，汇率并不取决于相对的通货膨胀率，因而，外国物价的上涨 

并不能从汇率的变化中取得完全的

65, 有人说，固定汇率制能限制储备、管制需求.灵活的汇率制则使一国不 

受外部影响，因而没有这种限制•然而，考虑到国内通货膨胀会导致货币贬值政 

府为了害怕引起物价大幅度上涨，可能还是会少实行膨胀政策.

66. 最后，正如上述，价格只升不降的现象会使得灵活的汇率更易引起通货膨 

胀，特别是在汇率不稳定的情况下，

S7,目前工业化国家所实行的是一种“浮动半受控制”的制度.由于灵活汇 

率并不能完全隔绝外国通货膨胀的彩响，各囿，尤其是实行开放经济的小国，将面 

临因汇率变化而引起的国内价格变动，因此，它们被迫对外汇市场进行积极的 

干预9 这种混合的制度将固定汇率制和灵活汇率制的转递方式结合了起来，最终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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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竞4也膨胀的趋势变本加剧.

68. 第三种情况是国际货物市场的日益结合，这对这些市场的定价方法有一定的

作用• 许多原料的市场是国际性的，因此，个别的国家，特别是小国，在确定价 

格方面没有发.言权B 跨国公司对制成品的生产和销售实行全球性的控制，在某些

情况下，还有能力联合议定国际价格• 26生产者或消费者的国际卡特尔个别地也能 

左右国际价格的形成.正如上面所指出，在短期内，需求的波动对初级产品以外 

其他产品的价格影响不大.国际市场上的定价也是一样•（关于国际价格的历 

史经验将在下面一节中详细审査•）

69. 总之，货物和金融市场的日益结合意味着：通货膨胀的压力会更迅速和更 

有效地传遍世界经济，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意味着：国际经济变得更加脆弱. 

更易受到大规模通货膨胀的彩响• 因此，左右全球经济制度的国际因素包含了个 

别国家难以对抗的通货膨胀的倾向• 这种情况突出地表明：各国需要进行国际合 

作，以便协调各自的政策•促成国际制度的某种改革，特别是必须制定一种由国际 

控制、符合世界经济需要的其正的国际清偿能力供应办法.增强特别提款权的作 

用可能是改革的一种做法.目前国际上提供清僧能力的制度仍然取决于储备货币 

国家的国际收支逆差债务，以及这些国家的货币政策• 这种制度的不足之处在于: 

一方面它会在国际收支顺差的国家中引起通货膨胀；而另一方面，其他国家，特别 

是很难进入资本市场的发展中国家，则苦于缺乏足够的国际清偿能力以克服国际收 

支困难#

C.国际贸易货物的价格表现: 

战后之经验

70.国际贸易货物的价格表现是由一些复杂而又相互关联的力量制约的，这些 

力量由于商品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别# 大部分初级产品的短期供求相对来说是没 

有价格弹性的，因此，它们的市场价格对于供求方面的比较细微的差别都往往十分 

敏感a当然，每种商品的价格表现形式都不相同，取决于具体的生产特点和终端

26同以上分析的国内生产者一样,跨国公司定价也是成本上加一定的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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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此外，许多初级产品比较容易贮存，也为投机者开了方便之门。例如： 

目前许多商品的价格很低，这反映出人们对今后需求增长率持悲观看法；同时反映 

出：购买收益率高的金融票据富有吸引力，而贮存货物则成本太高.

71.相反，制成品的价格已经变得对需求的变化不太敏感，并且日益受出口这 

些货物的国家中的成本因素制约.因此，制成品的出口价格一般与发达的市场经 

济国東中的通货膨胀水平紧密相关•'由于制约初级商品和制成品的价格的方法不 

同，一种直接的作用是：初级商品同制成品的进出口比价对于经济活动全面水平的 

波动非常敏感• 因此，出口初级产品的发展中国家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发生滞 

胀期间通常会遭到贸易条件方面的巨大损失.

724这是一般的现象，然而，具体而言，1970年代期间的国际贸易货物的价 

格表现与1950年代和1960年代是很不相同的（参看以下表6 ) • 第一，与战 

后情况相比，1970年代期间初级产品同制成品的进口比价并没有明显恶化，27 

虽然同机械比是一直在逐渐恶化.第二，1970年代期间贸易货物的价格上涨比 

较快.涨得最高的是石油，扭转了 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趋势，涨价比率几 

乎等于制成品出口的单位价值的八倍.在1970年一 1980年期间，发达的市场 

经济国家制成品出口的单位价值数每年平均上涨率为11. 1%,而1950 — 1970^

期间仅为1. 9% •第三，国际价格的波动则比以前明显•与以前情况一样，食 

品价格的波动比大部分其他贸易货物的价格波动都要大.

然而，到1980年代初，这种进出口比价就明显恶化了. 请看《贸易和发展 

报告，1982》（ÜUCTAD/TDR/2,将作为联合国出版物分发），第一部分，

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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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初级产品的价格除在1951年大幅度上涨过以外，在1950年代期间一般 

是下降结果使得这些产品同制成品的进出口比价在1950 — 1 960年期间每年 

平均下降2* 8#右.在1960年代期间，虽然这些进出口 tk价仍然稍有恶化， 

但是影响不大，因为初级产品价格波动的特点是大起大落.然而，与其他商品价 

格相反，石油价格在整个1960年代都在下降，至多是保持名义上的稳定，以致石

油同制成品的进出口比价在1955 — 1970年期间每年平均下降3*杨.

74. 到了 1970年代，随着工业化国家发生通货膨胀，贸易货物的价格也开始

上涨• 在1971年饮料和金属价格急剧下降之后，1972 — 1974年期间初级产 

品的价格大大上涨.特别是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由于工业生产异乎寻常地 

同时扩张，以致从1972年年中开始纤维价格猛烈上涨，几个月后金属价格也大涨• 

1971年石油价格上涨2 7%, 1972年又稍稍涨价，1974年价格提髙三倍多• 

由于若干国家粮食欠收以及肥料成本大大提高，在19 71年底食品价格已经开始大 

幅度上升》 到1974年上半年，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已经进入严重衰退时期，许

多其他商品的价格也开始下降，而食品价格仍然涨风不减•

75。 到1975年，由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囿家的工业生产和国内总产值都在下降, 

除石油外的初级产品的价格指数下降了18%, 然而，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进 

口的制成品的价格却上涨了 1 2%多•从1975年年中开始，食品价格直线上升• 

到该年年底，由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从衰退的低点开始扩张，许多其他主要的初 

级产品的价格也随之回升.另一方面，石油价格在1973年和1974年大幅度上 

涨之后，虽然名义价格仍在上涨，但其速度比不上制成品价格，

7 64在1977年和1978年，食品价格波动很大.总的来说，制成品与初级 

产品价格之间的剪刀差日益扩大.然而，在1979年，初级产品的价格大大上涨, 

于1980年初达到顶点，随后的价格下降是极为明显的.

77.这一简短的历史回顾说明，在短期内，总的来说，初级产品与制成品的价 

格表现是很不相同的.表7所列的一项经验调査证实了这个结论》 这项调查表 

明，累积总需求的变化对于农业和非农业原料的价格都有很大影响，但对制成品的 

价格变化却影响不大a 此外，通货膨胀率与制成品的价格之间有十分重要和紧密 

的联系，从而证明，在这个部门中主要的价格表现是成本加利润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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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_______ 6

1950—1981年ü际贸易货物的价格指数 

(1970=100)

年

份

初级产品（除石油外）
原

油

制

成C
品

总数

a
食品

b
热带

饮料
金属 农业原料

1950 97.2 88.2 55.4 175,0 69.0
1951 124.3 98,1 72.3 237.8 81.8
1952 106.2 91.8 84.7 155.4 100.0
1953 98.2 93.6 74.6 123.5 80.1
1954 109^.2 113.4 70.1 123.5 78.4
1955 107.2 94,5 116.8 84.7 154.4 132.2 79.2
1956 103.2 91.8 113.7 87.0 135.9 127.4 82.6
19S7 99.2 91.8 110.6 75.7 132.8 143.8 33.5
1958 90.3 85.3 109.9 70 乂 110.8 141.3 83.2
1959 89.1 85.5 92.7 68.4 122.7 120.7 31.5
1960 89.0 84,3 86.4 Ô9.7 128.3 115.7 83.5
1961 85.6 81.6 ai.3 69.5 119,5 111.7 85.2
19Ô2 83.8 83.2 79.4 67.9 114.6 109.1 85.2
1963 89. 1 98.4 7 7.4 66.8 117.2 ' 108.3 85.2 .
1964 95.1 95.7 89.3 83.0 117.3 102.5 87.0
1965 93.2 88.9 S1.0 91.4 113.9 102.5 38.4
1966 96,2- 88.9 8^.4 98.2 116.S 102.5 90.6
1967 90. 1 90.7 84,6 S3.9 L06,1 102.5 90. S'
1968 89.4 87.8 85. j 86.2 103.4 100.0 90.3
1969 96.5 95.0 88.4 94.9 109.8 98.4 94.4
197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971 94.3 102.0 92,3 84. Ô 99.5 127.3 105-6
1972 107.5 116‘S 101.0 66.6 130. 1 K6.3 11“.8
1973 165.6 179.8 124.6 L27. 1 233.2 208.3 135.2
1974 211.5 238.0 148.8 158.6 224.9 752.1 164.8
1975 173.4 226.8 143.1 128.0 180.5 826.5 155.2
1976 195.3 185.0 274.3 135.7 224.2 887.6 135.2
1977 237 . 7 178.2 475.0 145,7 231.4 956.2 201.6
1978 226.6 203.2 3“厶.6 153.8 2^8.9 979.3 231.5
1979 263.5 231.3 364.7 199.6 303.6 1308.3 264.8
1980 289*4 310.7 320.2 220.9 316.1 2209.9 257.0
1981 247.0 268.0 249.0 191.0 285.2 2505.8 272.5

资料来源：货币丞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各期；贸发会议：《国际贸易和发 

展统计手册》各期. _

a 包栝1 9 5 0 — 1 9 5 6年的石油. 

b 包栝I 9 5 0 — 1 9 5 6年的热带饮料. 

c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所出口劁成品货物的单位价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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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虽然以上的论述清楚地说明了在商业周期中初级产品与制成品的价格表现， 

但是，是否能将前者同后者比价之恶化确定为一种较长时期的趋势•还不太清楚•

79. 下面的表8列出了 1955-1970年期间，1970 — 1 9 7 9年期间、以及 

1955- 1979年期间六大商品组出口单位价值的增长率的趋势28 .这样划分， 

就可使第二个时期与目前世界经济所处的增长缓慢和通货膨胀严重的时期大致相符*

80é从表8可以看出，所有出口货物总的单位价值年增长率从1955— 1970 

年期间的0. 5%激增为1970 — 1979年期间的1 3%. 人们可以注意到，在 

1955— 1970年期间，.所有商品组的平均增长率都低于1 %,只有机械和运输设 

备（标准国际贸易分类7,以下写为SITC7)的增长率接近2%;而原料、燃料 

和化工产品是负增长的，在1970 — 1 979年时期，所有主要商品组的年增长率 

都上升到1 1 %左右，燃料是个例外，它的年增长率超过2 5

81,表8的数字表明，料初级产品（SITC0W4*24*4)以及其他制成品同 

机械和运输设备（SITC7)的进出口比价在1955 — 1979年期间恶化了，虽然就 

所有制成品而言，这种恶化是很轻的，但是.这两个时期有很大的不同.石油 

同机械和运输设备的进出口比价变动最突出，1955 — 1970年期间是玟8% 

1970 — 1979年期间是13. 9氣食品和原料在第二个时期中也稍有好转，虽然仍 

有一点恶化•

在这里使用增长率的趋势是为了尽量缩小逐年波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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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贸易货物价格对累积总需求变化的敏感性: 

回归分析

系 数

商 品 组 常数项

汇 率 累积总需求 通货膨胀率

初级产品a •0.57 -0.30 8.05 3.49
(-4.2) (-0.6) (4.1) (4.4)

食品
•0.33 -1.27 3.70 3.04
(-1.3) (-1.0) (2.1) (2.1)

饮料
-0.65 2.74 9.73 3.90
(-3.1) .(3.6) (3.3) (3.2)

金属
•0.50 •0.24 7.77 2.79.
(-3.4) (-0.4) (3.7) (3.2)

农业原料 -0 83 
卜“.9)

-1.11
(-1.8)

12.46
(5.1)

4.32
(4.4)

石油
0.10 1.30 -8.11 5.34
(0.2) (0.5) (-0.9) (1.4)

制成品
-0.03 -0.61 -0,25 1,33
(-0.7) (-3.7) (-〇 乂） • (5.0)

资料来源:贸犮会议秘书处根据国际资料所作的计算.

注恩：变数增长率的回归系数反映在每个价格指数的增长率_L 括弧中

的数字是其实价值* 这里的汇率是美元同世界上其他货币的汇率 

的a内总产值加杈指数.累积总需求由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囯 

内总产值代录，通货嘭胀由它们的国内总产值剔除物价芡动因素的 

指数代表. 

a 除石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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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1955—1979年市场经济国家商品组出口单位 

价值的趋势a(增长率趋势之百分比）

商 品 组

出口单位价值 进出口比价b

195S-1970 '1970-1979 1955-1970 '1970-1979

食品和饮料 

(SITC 〇+1 )
0.4 11.2 -1.4 -0.6

.原 料 

(SITC 2+4)

-0.2 11.0 -2.0 -0.8

燃料 

(SITC 3)
-1.0 25.7 •2.8 13.9

化工产品 

(SITC 5)
-1.6 11.7 -3.4 -0.1

机械和运输设备 

(SITC 7)
1.8 11.8 * *

其他制成品

(SITC 6+8)

0.9 10.5 -0.9 -1.3

总 数 0.5 13.0 • • • •

资料来源:联合国《疣计年鉴》各期. 

a根据对数线性退步法计算.

b 指有关的商品组同机械和运输设备出口的进出口比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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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世界通货膨胀耵犮展中国家的影响 

A.向发屣中国家转嫁通货膨胀的方式

82. 通常，发展中国冢比犮达国家更容易受外界因素的影嘀，因为发展中国家 

的调整能力很有限.根据经济对外开放的程度和经济的调整能力，输入的通货膨 

胀所起的作用可能大大超过国内的累因，因为各国必须适应国外价格的上涨.但 

是，在某些g冢中，通货膨胀率要比世界的平均通货膨胀率高得多，而且在很大程 

度上，是由国内因素造成的.不过，由于实行旨在避免生产严重下降的国内适应 

政策，因此输入的通货膨胀可能进一步加剧il内的通货膨胀•

83. 国际通货膨胀对国内经济的彩响，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外因素同国内 

经济结构特点之间的相互作用.一般来说，转嫁通货澎胀的渠道可分三种：

a .因贸易伙伴的收入水平的变化而引起的对犮展中国家出口品的需求的 

变化；

b. 贸易货物价格的直接作用，但此类作用视进口价格或是出口价格受到 

影响而异；

c. 对外清偿能力的货币作用.

84. 犮达国家的总衡求的增长导致对犮展中国家初级严品出口的需求的相应增 

长.这就使出口国国内经济方面的收入和支出都增加，但这种情况又由于供应额 

固定不变，可能会造成国^价格水平的上升.

85. 其次，逬口价格上升或出口价格上升或进出口价格同时上升的影响也会直 

接导致通货膨胀.对大多数犮展中国家来说，国际贸易货物的价格在很大程度上 

是由外在因素决定的，同它们国内的需求变动无关.这是向发展中国家转嫁通货 

膨胀最重要的渠道，而对于那些有大量国际贸易的国际来说，可能是个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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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进口 I最终货物的价格上涨会直接影响消费品价格指数，而进口的投入的 

价格上涨会导致国内生产成本的增加•国内生产成本的增加过了一段时候又会影响 

价格水平.如果价格上涨引起了更大的SI际收支逆差以及一个111家随后不得不将 

其货币贬值，那么，进口品囿内价格的上涨甚至会超过原先以外币计算的逬口品价 

格的上潆.如果可输出的货物用于生产国内产品的话•出口价格上涨可能会同进 

口价格上涨严生同样的影响.但是•因与进口价格相比出口价格上涨而引起的购 

买力的增加也会导致对国内生产的货物的需求的增加.如果这些藺品的供应弹性 

很低，那就会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一些输出石油的友展中国家的情况似乎就是 

这样. •

87 .因价格变化而引起的消费型式的变化可改变对总的价格水平的最终彩响•

需求的价格弹性低的进口货物如粮食和石油，其价格的上涨可以使对国内生产的货 

物和劳务的总需求犮生转移.由于这种需求转移对生产和就业产生了不利的彩啊, 

各围政府经常采取若干措施以扩大总的需求，但这又往往会便通货膨胀扩散到其他 

经济部门.在不对输入的通货膨胀采取适应措施的特殊情况下，需求转移本身会 

减轻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稍稍减缓进口价格上涨的总的通货膨胀的影响.”

在进口品同国内生产的商品直接进行竟争时，也可能出现消费型式的变化.在这 

种情况下，国内代用品的价格和进口商品的价袼都会上升，之所以会这样，不仅是 

因为需求的转移，也是因为国内供应商取得了更大的提髙自己价格的机会.

88 .直接的国际价格联系对各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的彩响可能与这些国家对国际 

贸易的开放程度有关，也可能与它们的贸易格局蒉关• 这种影响也取决于有关国 

家所采取的汇率制度• 在目前的混合汇率制度范围内，大多数犮展中国家都采取 

了将自己的货币同美元或其他主要贸易伙伴国家的货币挂钩的安排.其余的国家 

则将自己的货币或同特别提款杈或同一个货币蓝子挂钩• 因此，大多数犮展中国 

家除因与其货币挂钩的货币的国家转嫁的价格变化而受影响之外，还因与其货币挂 

钩的一种货币或多种货币同其他主要货币间的汇率变化而受影响

关于输入的通货膨胀对国内影咽的更详尽的论述见下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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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最后，转嫁通货膨胀的货币渠道是通过对外清偿能力对经济的影响起作用 

的.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的增加就会加强本国货币的基础（如果政府不采取冻结 

措施的话），或者会鼓励有关国家的敗府推行更富于扩张性的政策，因为这些国家 

的政府外汇方面的压力减少了. 尽管这一办法就那些没有足够手段以管制货币基 

础的「II家而言，在转嫁通货膨胀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伹终究是三种转嫁通货膨 

胀渠道中的最不重要的一种•

90. 正如前面已提到的，国外因素对经济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因素 

同国内结构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后者是能动的社会经济结构的一部分，而这种能 

动的社会经济结构又会在犮展过程中体现各种可能引起通货膨胀的紧张关系*即经 

济各部门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各社会集团之间的紧张关系.

91. 传统的学说在试图解释犮展中国家因国内原因引起的通货膨胀时，一^强

调货币发行的作用，无论通货膨胀的压力是由需求引起的通货膨胀还是由成本引起 

的通货膨胀.因此货币理论学者认为，通货膨胀是由过多的货币供应造成的，而 

过多的货币供应至少部分原因是由于为弥补政府的预算赤字而发行货币.•有人认 

为，在某些情况下，通货膨胀可能是自犮性的，因为只要政府的支出隨着通货膨胀 

上升，而政府的收入往往又因为不能及时征税而跟不上支出的增加•政府预算赤字 

本身就随着通货膨胀率变动•”在这里必须指出，这些国家的财政制度的脆弱和 

国内资本市场的不犮达往往是由中央银行直接提供资金以弥补政府预算赤字的基本 

原因. •

92. 通货膨胀结构学说的支持者认为，上述的分析方法未能考虑到发展过程中 

固有的结构变革的性质.比如，为加速发展所作的努力可能因为粮食生严的停滞 

不前和出口品购买力的不足和不稳定而受到影响.于是，有人认为，工业化过程 

惠味着要把资源从农业部门转到工业部门.城市地区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不可能 

按不变价格来满足，一是因为1内供应固定不变，二是因为出口品的购买力不足 

(不允许进口足够的粮食）.制成品价格的下跌弥补不了农严品价格的上涨.

Bijan B. Aghevli和Mohsiri S. Khan《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赤字和通货膨胀过 

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文件》，弟25卷第3号1978年9月.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4〇 -

其结果导致了普遍价格水平的上涨，而这种上涨冉由货币管理部门进行调节.然 

而，这只是过渡阶段.随着发展的进行，“堵塞部门”得到了投资，因而通货膨 

胀的压力也减少了. 同样，如果政府的收入不能增加，也可能影响增加公营部门 

投资以促逬发展的努力.如果所产生的预算赤字是靠从中央银行借款来弥补.则 

可能会在短期内导致价格水平的上涨，但由于税收最终会隨着生产扩展而增加，因 

此这种影响也被认为是暂时性的.

93.不管国内通货膨胀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传统学说和结构学说得出的一个共 

•同结论是，犮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的脆弱性和发展的过程是产生通货膨胀国内原因 

的条件.如果说原因已经知道，要消除通货膨胀却可能比较困难，因为这需要这 

些发展中1家的经济经历一个长期的结构改革过程.在某些情况下，要制定与维 

持犮展相一致的制止通货膨胀的政策•也许是不可能的.要认真地实现发展目标， 

也许就得容许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

94 .就国外因素同国内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言，其表现形式有多种.比如， 

如果农业生产者进口投入，则进口价格的膨胀就会产生更严重的影响.盈利率因 

此会下降•农业产量也因收入仅敷支出的小土地占有者转到其他活动部门而下降•

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逬口价格上涨所引起的成本增加，也会减少使用化 

肥等投入，其结果是农业部门生产率的下降.此外•如果出口价格（或进口价格） 

的上涨能增加贸易方面的税收，促使政府收入增加的速度超过通货澎胀引起的政府 

支出的增加•因而馮少结构性的预算赤字，则逬出口价格i：涨的影响就会相应地减少.

B •发展中国家国内价格水平上涨的影响

95. 本节将着重讨论犮展中国家的间题，特别是因其l内价格水平上涨而造成 

的经济管理方面的问题.尽管在犮达国家也可能产生某些类似的国内后果，但由 

于发展中国家特定的社会、经济相体制条件，通货膨胀的影响似乎严重得多.

1 .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

96. —般说来，任何通货膨胀的过程都会给那些名义收入不能随着价格水平变 

化而上升的阶层带来实际的损失.就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在这些阶层中包括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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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不能轻易提高自己价格的人.为未加入工会的械市工人、农业工人、独立的农业 

和服务业方面的小生产者，领受社会福利的人，以及在较小的程度上包括某些I薪资 

收入的工作人员，如公务员.在发达国家，采取了各种按指数调整的方法或斟酌 

情况进行调整的方法，'以避免此类影响，至少在中期避免此类影响.有些发展中 

1家，主要是那些通货膨胀已不是新的现象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实行了经济货币化的 

发展中国家，也采用了其中的一些方法.但是，体制往往太脆弱，无法抵销通货 

膨胀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此外，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工人和其他易因价格上涨 

而受实际损失的阶层的组织程度普遄很低.

97. 输入的通货膨胀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很不一样，要看通货膨胀是通过出口价 

格还是进口价格来转嫁，还要看资本货物所受的影响是否比工资货物大.如果出 

口价格直接影响到生产者取得的价格，那么增加出口额的直接效果通常便是出口部 

门实际利润的增加.如果出口额的增加仅仅是价格上涨的结果，而出口数量并不 

增加的话，那么，就业和总的工资收入仍然不变.如果出口数量也增加，那么， 

出口部门就会雇用更多的劳动力.这可以多少减少一点同工人收入相比利润的增 

加.如果由于输入通货膨胀，资本货物的价格比工资货物的价格上涨得快，则就 

会导致某种生产要素的取代以增加雇用工人，根据劳动力市场供应的弹性情报，实 

际工资也可能会增加•

98. 如果农业和工业投入的通货膨胀是通过逬口价格转嫁的，则对收入分配的 

最终彩响将取决于对各类逬口的最终货物和对有很高逬口含量的国内货物的消费品 

需求的价格弹性.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基本进口盔的价格弹性很低，因此进口 

商在大多数情况下可将较髙的逬口价袼转嫁给最终消费者，而保持自己的利润.

另一方面，广大阶层人民的实际工资则会下降.

99. 如果进口品直接同国内生产的货物和劳务竟争，则进口商要想将增加的进 

口价格加到最终价格上就比较困难了. 另一方面，这些产品的国内供应商也能提 

高自己的价格，这样，总的影响就会同上文所述的影响相似.然而，必须要考虑 

到二个不同之点.第一•随着进口商利润的下降，国内供应商的利润将增加；第 

二，同进口品直接竟争的国内部门的就业人数和产量都会增加.但是，由于大多 

数发展中国家经济类型所面临的较固定的供应和资源再分配，后一种影响是非常有 

限的.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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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尽管输入的通货膨胀会对国内收入的分配产生各种不同影响，但根据上面 

的分析，可得出以下几点一般性结论：㈠如果由于价格上涨，出口额的增加大于 

进口额，贸易平衡净改善的实际增益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利润收入的增益；㈡如 

果进口额的增加大于出口额•则贸易平衡的净恶化的实际损失在很大程度上就会是 

实际工资收入的损失•，㈢因此，即使在一个国家的进出口额同时上升的情况下，

只要进出口数量保持不变，收入分配也会受到影响•不利于非利润收入者所占的部 

分；㈣不管输入通货膨胀可能通过何种具体渠道，都会使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 

更不平等，因为在利润收入者和非利润收入者之间，在从事贸易的郁门和经济的箕 

他部门之间以及在富人和穷人之间，收入差别都扩大了。

101. 居民中最穷的一部分人，特别是城市地区居民中最穷的一部分人.因满足 

其基本需要的进口品例如粮食和能源的价格上涨而受到的不利影响最九

2.政府预算

102. 公营部门提供货物和劳务的费用的增长速度差不多与价格水平增长的速度 

一样，但税收的相应增长率却取决于就名义收入变化而言税收制度的弹性，而名义 

收入差别很大，在大多数犮展中国家似乎都较低此外，税收一般都远远跟不上 

可征税的收入变化和价格变化〇因此，政府赤字在通货膨胀迅速的时期就会增加。 

额外的政府借款又进一步加重了通货膨胀的国内影响。这种借款或者会使国内的可 

用于私人投资的财政资源减少，从而使上述作为对通货膨胀的反应所出现的生产结 

构改革引起的冋题更严重，或者由于增加国内货币的供应，进一步助长国内的通货 

膨胀〇为避免这类不利影响，各国政府必须对税收制度进行有效的斟酌情况的改革 

或结构性改革。但是，就大多数犮展中国家来说，进行此类改革的伸缩性似乎很小，

当杈者往往发现自己处于两难的境地，它们必须决定是采取有可能促进通货膨胀的

”参看一些最近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进行的研究报告，例如P. S. Heller 
的“通货膨胀对犮展中国家财政政策的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 

文件》，第27卷，第4号，1980月12月；B.B.Agüevli和M.S.Khan的 

著作，前引文；以及'Tanzi的“通货膨胀、征税拖延以及税收的实际价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文件》，第2 4卷，第1号，197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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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还是采取实际削减政府预算的措施〇

3.增长和发展

103. 经常有人认为，在犮展中国家，通货膨胀可能因为它引起的收入分配的变 

动和储蓄率的上升而对实际的国内总产值的增长率产生积极的影响。《然而，因价 

格水平上升而引起的收入分配的变动以及由此出现的储蓄率的增加既可能是工业化 

过程中投资增加的结果，又可能是引起投资增加的因素。另一方面，适度的通货膨 

胀率也许会促进面向工业化的结构改革，只要这种膨胀率在名义价格很难下调时能 

使有关的价格机制犮挥较好的作用。

104. 对出口部门的投资以及对进口取代可能起到的积极影响很有限〇出口部门 

的较高利润可能会增加投资的吸引力，但在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品的世界市场价格 

波动性很大的情况下，似乎无法确定此类投资百前和潜在的盈利性〇此外，如果较 

髙的出口收入主要是因为价格上涨，而不是因出口数量的增加而取得的，那么，投 

资者对于投资所增加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如何仍然没有把握〇这些捉摸不定的因素使 

得潜在的投资者不愿大规模地扩展其活动，在这方面还需考虑到的另一个重要冋题 

是，大多数犮展中国家都没有有效率的资本市场，这就很难将储蓄用于生产的目的。 

通货膨胀率越高，出口价格的波动越大，将额外储蓄向国外投资的倾向也就越大， 

因为在国外比较有把握得到投资的收益。

105. 较高的进口价格对总投资和增长的彩响也是很有限的。从原则上讲，较高 

的进口价格能促进逬口取代，因为在国内生产原先逬口的商品可赚取更多利润。但 

是，与此同时，进行此类投资的资金却会减少，特别是当进口价格的上涨同经营帐 

户收支情况的恶化有联系时以及当从事贸易的部门为创造额外生产能力的资本货物 

也必须进口时是这样。

106. 由于政府预算在通货膨胀加剧时会受到压力，用于投资和犮展计划方面的 

公共支出就会下降，基本设施方面的投资本来是预算中伸缩性较大的_项目之一。许

参看A. P Thirlwall: “犮展中国家的通货膨I储蓄和增长”（Macmillan, 

London and Basingstoke, 1974〉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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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一般都想以减少支出的办法来制止通货膨胀，这就助长了上述 

的倾向。在社会基本设施方面进行基本建设投资对改善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和经济条 

件十分重要。因此，不仅公共货物的供应会马上受到严重的打击，而且从中，长期 

来看增长和发展也会受到影响。

c.世界通货膨胀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的影响

107. 世界通货膨胀以及发达国家普遍奉行的谋求制止通货膨胀的政策通过以下 

途径，对发展中国家的经常帐户产生了不利影响：由于这些国家进口价格的上涨来 

能由出口价格的相应上涨完全补偿•，由于出口额的减少；以及最近由于世界利率的 

提高引起利息付款的大幅度增加。

108. 在1971至1980年期间，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总的经常帐户国际 

收支并来出现任何统一的顺差或逆差的倾向。但是，主要的石油输出国的经历和其 

他发展中国家的经历却大不一样，后者作为一个集团出现了经常帐户的逆差，而且 

在整个这一期间逆差几乎不断地扩大（见表9 )。

109. 主要的发展中国家石油输出国集团的经常帐户在整个197卜1980年期间 

都有顺差。1974年和1980年石油出口价格的大幅度上涨造成了特大的经常帐户 

顺差。1978年，由于这些国家的逬口价格的上涨加上其出口量减少，因此顺差大 

大减少。还应指出的是，这一类国家的出口量是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活动水平并行 

变动的，其联系的程度超过其他犮展中国家。因此，除了上述与工业化国家中商业 

周期的变化相联系的出口量的变化之外，随着工业化国家1978年工业活动速度的 

放慢，这些主要石油输出国的出口量也患剧下降（而同年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量 

都增加了）。

110. 在1975至1980年间（不包括1977年），非石油输出国的发展中国家 

的进出口比价一直恶化》假设1975年为100 ,这一类国家进出口比价的指数1976 

年为98，1977年为107•伹1980年下降到了 80。因此，进q品价格的上涨 

要比它们的出口品价格的上涨快。还值得指出的是，进口额变化的价格作用很大， 

在整个1971—1980年期间（ 1978年例外）超过了数量作用。换句话说，在所审 

议期间，进口额的增加主要是由进口价格的上涨加上某些年份内的进口量的净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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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造成的，而进口量的净减少必定会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彩响。出口量的增加或减 

少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的商业周期有密切的联系与工业化国家中商业周期的相 

应变动也有密切的联4系。最后，应该指出，1980年•利息利款大幅度地增加，这 

主要是因平均利率的提髙而造成的，”利息付款大幅度增加使经常帐户的逆差更严 

重了。总的方面，人们可以发现，非石油输出国的发展中国家受到了世界通货膨胀 

的严重影响，其直接原因是进口品价格的增加，间接原因是出口量的减少，至少就 

最近一个时期来说，也是由于利息付款的增加。

111.关于贷款资金的问题，人们有时认为，通货膨胀使外债的价值下降，因而 

使债务人大发横财。，*如果偾杈人在确定利率时未充分预见到通货膨胀的话，这种 

论点是可以成立的。伹是，由于越来越多地实行不断更新贷款的办法，经常有机会 

调整利率，债杈人就迅速地根据通货膨胀率的变化来调整利率。事实上，实际利率 

(即根据通货膨胀调整后的名义利率）最近在一些经合发组织的国家中都大幅度地 

提高了。正如人们所见到的，这使发展中国家的利息付款大大增加。来偿贷款的实 

际价值如有所下降的话，偾杈人也因相应的较高利惠付款而得到补偿。此外，利率 

的急剧上升也影响了长期的借贷，其结果是，偾务的平均偿还期限缩短了，因而 

加重了对债务的还本付息的负担〇事实上，犮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其还本啊息 

款额和来偿债务的比率从1970年的11 %上升到1979年的16. 8%，而这些国 

家的偿债款额和货物及劳务出口额的比率从1970年的1 2 %上升到1979年的 

19. 5 %〇

应指出的是•表9中有关利率变化的作用的数字是根据中期和长期的政府偾务 

计算出来的，因而可能未反映出在考虑到短期的和私人的债务的，况下的全面 

作用。

关于这一冋题的论述，见《1982年贸易和发展报告》，前引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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