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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亚洲宏观经济论坛是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举办的主要讨论东亚地区宏观经济问题和政
策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本论坛的创立旨在为本地区的宏观经济政策研究者提供一个相互学习讨论和交
流的平台，以便更好地为各国的宏观经济决策服务，进而促进本地区在宏观经济政策领域内的协调与
合作并提高本地区宏观经济决策的质量。至2011年本论坛已经成功举办了两届，在东亚地区的影响不
断扩大，目前除文莱外的其他所有东盟成员国，以及日本、韩国和印度均派代表出席过本论坛。一些
国际组织或多边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欧盟和东盟东亚研究所也派代表出席论坛
并发言。论坛的举办也得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领导和国内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副主任朱之鑫同志出席了首届论坛并为第二届论坛发了贺信，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相关司
局领导出席并参加了讨论。由财政部和外交部管理的亚洲区域合作专项资金为论坛的召开提供了资助
。国内相关政策研究机构也积极参与了论坛的各项活动。对于来自国内外各方对亚洲宏观经济论坛的
大力支持，我们作为会议组织方深表感谢。    第二届亚洲宏观经济论坛的主题是“东亚主要经济体应
对通货膨胀的国际经验”，主要分析研讨东亚主要经济体在金融危机复苏阶段出现通货膨胀的原因与
政策应对。与会学者主要围绕东亚主要新兴经济体通胀形势与趋势、通胀形成机理与成因、应对通胀
的政策与效果以及加强地区宏观经济政策合作协调等方面展开研讨。出席本次论坛的有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与中国人民银行等负责中国宏观经济决策的领导同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
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等国内重要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出席本次论坛的国外学
者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本银行、东盟和东亚经济研究所、马来西亚中央银行、韩国金融研究所
、印度国家应用经济研究所、泰国发展研究所、越南中央经济管理研究院、新加坡管理大学以及印度
尼西亚茂物农业大学。本次论坛共提交大会发言论文14篇，交流论文18篇，内容涉及各国通胀形势分
析、反通胀的财政货币政策、大宗商品价格、农产品价格等。为了使更多的学者和读者了解第二届亚
洲宏观经济论坛的内容，特把会议论文结集出版，并按内容分为国际篇和中国篇。论文观点都为作者
所有，并不代表作者工作单位和所在国政府。书中不妥与错误之处，也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孙学工  
 201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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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印度通货膨胀之谜 一、概述 2010年第四季度以来，印度以批发物价指数
（WholesalePriceIndex，WPI）衡量（2004～2005年为基年）的广义通货膨胀率同比增速持续超过9.5％
，这一趋势是由内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造成的。近年来印度与全球范围天气灾害状况频现，2009年的
干旱、2010年的雨量分配不均导致了全球粮食歉收。全球商品价格上涨对印度国内的物价产生了较大
影响。日益增长的需求以及中东地区的政治动荡（似乎也受到食品价格高涨的影响）推动燃料和电力
价格上升。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逐步传递到制造业部门。 近年来，印度的平均通胀水平一直高于世界平
均水平。尽管天气灾害因素是2009年以来引发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其并非长期以来导致通胀
的唯一原因。谷物价格一直较低，其他食品尤其是水果蔬菜价格持续上涨都是原因之一。在其他食品
领域缺乏绿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的推动以及食品供应链不足导致印度的食品价格通胀指数达到
两位数。居民收入增加及其引起的食品需求结构升级是蛋类、肉类和鱼类价格上涨的原因。“国家农
村就业保障计划（NREGA）”等政策改善了农业的贸易条件以及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宽松的货币财政
政策都是近年来印度高通胀的重要推动因素。 最近几个月，愈演愈烈的希腊债务危机以及欧元区债务
危机减缓了全球经济的复苏步伐。这尽管阻止了全球油价的上涨势头，同时也打击了投资者对世界经
济的信心，再加上印度国内的政策困境，导致印度卢比贬值。因此，印度国内的燃料价格仍在上涨并
推高了整体物价。 印度的货币传导机制效果不理想导致从供给端解决通胀问题行不通。2010年3月以
来，印度央行（RBI）13次提高回购利率，但对批发价格指数的影响微乎其微。这对印度经济形成了
重大挑战，因为通货膨胀门限值为6％（政策讨论中有此提法），高于该值的通货膨胀将阻碍经济增
长。印度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迅速调整供给状况以适应需求的结构性调整。此外，全球变暖对粮食生
产的影响也必须得到重视，这是解决食品通胀的重要变量。NREGA对劳动力供给和工资水平的影响也
需要进行深入研究。 二、发展趋势 2010年第四季度以来，印度以WPI衡量的通货膨胀率同比始终高
于9.5％（2011年第三季度同比增长8.91％除外）。产ilA消费物价指数（CPIIW）自2010年第二季度以
及之后的3个季度一直保持同比两位数增长，2011年第二季度尽管延续了下行趋势，但仍保持8.5％。
农业工人消费物价指数（CPIAL）发展趋势与CPIIW类似，2010年第二季度至2011年第二季度一直保持
两位数，之后在9％左右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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