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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通货膨胀指数修正研究》的主要内容有通货膨胀指数内涵与修正依据、核心通货膨胀指数理论
分析、我国核心通货膨胀指数估计、资产价格对通货膨胀指数修正基础分析、资产价格对通货膨胀指
数修正、货币政策调整与应对策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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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研究。先后在《金融研究》、《国际金融研究》、《金融时报》等报纸和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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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二是外部输入的影响。一国经济部门可以分为开放性部门和非开放性部门。前者是指与世
界市场联系密切的部门，后者则指受外来影响较小的部门。对开放性部门而言，其产品价 格由国际市
场价格所决定。因此，一旦发生外部通货膨胀，则会影响开放部门的价格变化，导致这些部门产品价
格和工资的上涨。开放性部门工资上涨后，非开放性部门向其看齐，当非开放性部门的货币工资增长
率超过其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时，便会引发工资推进的通货膨胀，进而导致全面性通货膨胀。三是部门
差异的影响。一国经济部门中，有些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较快，而另一些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较慢。
当发展较快的部门工资上涨后，由于工资增加的看齐效应，增长较慢的部门也将要求提高货币工资，
从而货币工资增长率超过其生产增长率，进而引发工资推进的通货膨胀。 通过以上通货膨胀成因的基
本理论分析，可以发现通货膨胀的出现往往是多方面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只不过在不同时期、不同
国家，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是不一样的。拿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上半期所经历的通货膨胀来
说，有需求方面的原因，也有成本（或供给）方面的原因，还有结构和体制方面的原因。因此，有人
认为它是一种混合型的通货膨胀。但在不同时期，主要矛盾有所变化。有时是因为国有企业投资冲动
、大量的重复建设引起的货币投放过多，有时是因为外汇储备增加过猛引起的货币投放过多，有时是
因为初级产品价格放开后引起的整体价格水平的上涨等等。我们在明白了通货膨胀的基本原理之后，
在具体分析通货膨胀现象时，应该紧密结合当时发生的环境（包括国际、国内环境）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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