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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首先对我国 1994年物价大幅度上涨的成因进行 了分析．然后根据物价上涨成 

因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依据 Box—Jenkins模型对 l995年物价形势进行 了预测。预测结果经检 

验合格并与熹际比较吻台。最后对如何控制 l995年物价上涨提 出了几点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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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ssay analyses first C~USe of formation of price big increasing of China in 

1994，and forecasts prics situation in 1995 according to the diversity and complexity of price in— 

creasing cause and Bo x—Jenkms mod el，via test the forecasting result is gualffied and is quite a greed 

with practice，Finally，we put forward several views of controling price increase in l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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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l994年，是我国通货嘭胀率达到历史最高点的年份 。衡量通货膨胀指标的全国商品零 

售物价指敬高达 21．7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高达 24．1 ，但 1994年经济增 长率为 

l1 ．而 1993年 ，经 济增长率为 l3．4 ，通 货膨胀率为 13．2 ．相比之下，1994年的通货 

膨胀是十分剧烈的。 

在 l994年物价上涨如此剧烈的形势下 ．1995年物价走势又将如何?笔者拟就我国 1995 

年物价上涨的成因进行简要分析，并对 l995年物价指数走势进行定量预测。 

I 我国 1994年物价上涨的成因分析 

i．I 经济高速增长 

经济高速增长本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 90年代初期一直保持的良好势头 我国 

l991年经济增长率为 8 ，1992年为 l 3．2 ，1993年为 l 3．4 ，1994年为 儿％，其中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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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11．6 ．全年工业总产值为 42572．7亿元。说明我国经济 

仍在高速发展 但是 ，高速的经济增长是不利于遏制物价上涨的．经济增长必然带来投资与 

消费的双重膨胀，从而引起社会总需求的膨胀 

1．2 成本推动 

从目前来看．我国刺激经济高速增长最直接的动力是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80年代 

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以当年 价格计算 )最高为 1985年的 38t 8 ，而 1992年为 

蛇．6％，1993年为 50．6％．到 1994年，国家开始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抑制过度的投资 

膨胀．1～9月，全国国有单位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586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3 9 ，增幅I]EI 

落 22 5个百分点 、但仍高于国内生产总值 l～9月增长 l1 d ，物价在固定资产投资大幅 

度压缩后仍然较高 ，原因在于投资规模有滞后影响。投资膨胀的拉动，特别是在 1995年 ，就 

使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38．2 ．这一切都提高了投资成本、结转到 1994年，其滞后影响很大。 

1 3 结构型物价上涨 

1994年各类市场价格全面上涨．从价格变动的结构分析，涨幅最大的首推食品类价格 

和服务项 目价格，其对零售物价指数的影响程度在 70 以上，食品类商品需求弹性小·可替 

代性差，涉及面广，给居民的日常生活带来很大的压力。 

1、4 货币因素 

我国 1994年货币投放量并未超过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数量。1994年全年国家银行贷款 

余额为 51602 9亿元 ，比上年增长 19 5 ，年末市场货币流通量约为 7270亿元 ，比上年增 

长 21 ，与 1994年工业总产值增长率 21．35 相差不太大 ，这说明 1994年货币发行基本适 

量 ，1994年货币发行量并未对当年物价上涨造成压力 

但是，我国 1992年流通 中货 币增加 36．d 、1995年增加 35．3 ，两年的增长率均高于 

经济增长与物价上涨幅度之和。这说明．1992年、1993年的货 币投放量是过大了，这种积累 

起来的影响会滞后到 1994年 ，最终导致零售物价和居民生活费用的上涨 

1 5 通胀预期 

在持续一段时间的高通货膨胀后 ，涨价预期就会对通胀的继续起推波助澜的作用。1994 

年也不例外。对于生产者来说 ，这种预朝会促使其囤积 、惜售、抬高物价 消费者则会提前购 

买，贮存商品．减少未来损失．并容忍生产者提价。同时形成收入高增长的压力．由此企业只 

好抬高产品价格来弥补职工工资成本的上升。但 1994年与 1988年不同的是 由于人们消费 

行为趋于理智，1994年虽然有涨价预期的影响 但并未出现 1988年那样的抢购风潮 

1．6 政府政策 

1993年我国价格改革迈出了一大步 ，放开了部分统配煤、统配水泥价格一将部分计划内 

平价原油转为议价，放开绝大部分统配钢材价格 ，调整计划内铜、锌系列产品出厂价格，提高 

铁路货运价格．提高民用电、统配木材价格等 这些价格的放开 本是对计划经济 中不台理定 

价的调整 ，但在客观上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 ，并滞后影响到 1994年 。1994年又出台税制 

改革和汇率并轨以及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改革，企业也进行了工资套改。这些措艟既 

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同时也加重了各种企业的成本负担，造成物价上涨。 

同时，在缺乏价格法规 ，公平的市场竞争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局部利益．为一些企业 

乱涨价提供了方便 造成价格混乱，洪抬物价引起物价上涨。 

http://www.cqvip.com


第 l8卷第 6靳 严走华等： 我国 L995年物价形势分析及物价指教预测 3 

2 用 Pox—Jenkins模型预测 1995年我国物价指数走势 

从以上分析可知，影响 1994年物价大幅度上扬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其中既有经挤运行 

中固有的规律性在起作用，也有政府政策的调整、人们需求结构的变化等非规律性因素的影 

响 因此，笔者在对 1995年物价形势分析时，着重考虑经济运行的规律性因素来进行定量预 

测，然后对预测结果在考虑非定量因素的基础上进行适当修正。通过分析．选择了Box—Jenk、 

模型的 AR模型进行定量分析预测 在预测过程中，首先进行模型识 别，建立 AR(2)模 

型，然后进行检验 ，最后预测 1995年各月的物价指数 

2．1 数据收集及参数设定 · 

笔者收集 1992年 1月～199,5年 4月各月的物价指数，数据如下表 l所示 ： 

表 l 1992年 1月～1995年 4月各月物价指数 

2月 

5，】 

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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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d 9 

8．7 

20．6 

、B．7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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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l8．0 

5月 

6．2 

l0．9 

J8．9 

6月 

d．】 

1 2．5 

】9．8 

7月 

4，2 

13．9 

23．5 

a月 

4．3 

l4．9 

20、4 

9月 

．̂8 

l 4．5 

2O．9 

l0月 

5．7 

l4．5 

25．2 

i J月 

6．4 

1 4，6 

25．0 

i2月 

6．6 

1 5．1 

23．2 

设 1992年 1月 ～ 1995年 4月各月物价指数为 y-、 、y --、y 

2．2 模型识别及模型建立 
．  

‘0 

13·43 

样本 自相关函数 
．  

‘0 

r 一  ∑( 一 )( — ) (1) 

( = l，2，⋯ ．40) 

．  ‘0 

( )。一 ∑(y 。) (2) 
标准偏相关函数 矾t由下式推出 

ll 一  l 

^ l ^ l 

砚．=(“一∑ 一 )f 1 ∑r 也 ) 

一  
一  -_西 也 

-．递推计算的流程如下图所示： 

由 。-数据可以看出， 的数据随 的增大而衰减．有收敛到 0的趋势，可以认为是拖 

尾的． 在 大于 l之后 ．就在 0的附近波动，而且 l 。。l>2／ 的点一个也没有，因而可 

以认为也．是截尾的，考虑到模型预测的精度要求 ．对于该物价序列采用AR(2)模型，其模型 

方 程为： 

Y 一 lYI l-t- d- (4) 

( 、 为常数， 为误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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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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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结果如下表 2所示 

附 图 氟．递推计算巍程 

表 2 自相关系数、偏相关系数表 

995 生 

由 k阶 Yule—Walker方程，当 一 2时，有： 

[ 埘一朗 
因此 一 r (1一 2)／(1～ r；) 

一 (n — r；)／(1一 r{) 。 

将 r-： 0．948 225 8， z一 0．894 097 l代入得 

l一 0．995 558 8 ?一 一 0．049 9l 7 d78 

模型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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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l 

2 

3 d．9 

d 5 

5 6．2 

6 d．1 

7 d．2 

8 4．3 

9 {．8 

1 0 S．7 

1l 6． 

12 6．6 

13 B．a 

1 d 8．d 

日 

l5 8．7 

16 10．2 

{．877 68 0．022 32 17 10．9 

5．623 66 — 0．623 66 18 12．5 

J．73 321) 1．{66 80 l 9 I3．9 

5．922 88 — 1．822 88 20 1{．9 

3．772 3O 0．427 70 21 1^．5 

3．976 69 0．323 32 22 1{．5 

d．07l 25 0．728 75 23 14．6 

{ 56,1 0d 1．1,35 96 2,t 15．1 

5 {35 08 0．96,t 92 25 17．6 

6 087 05 0．51 2 95 26 19．0 

6．251 22 0．5,18 78 27 20．6 

6．dd0 ,35 1．959 66 28 20．2 

8．023 26 

8．2d2 06 

8．242 O6 

9．720 d2 

I1．90t1 38 

1 3．21 d 30 

1̂ ．139 95' 

13．69l a3 

l 3．7l1 8O 

13．811 36 

ld．30．t 1 

16．768 08 

l8．037 07 

1 9．560 08 

0．676 75 

】．957 95 

2．657 95 

2．779 58 

j．999 B2 

1．685 70 

0．36O 03 

0．808 17 

0．888 20 

1．288 6d 

a．295 86 

2．23l 92 

2．562 93 

0．639 02 

29 18．9 

311 19．8 

3l 23．5 

32 2O．{ 

33 20．9 

3．t 25．2 

3S 25．0 

36 23．2 

37 21．2 

38 19．7 

39 l8．7 

d0 18．0 

19．081 99 

11．807 73 

18．768 62 

22．d117 27 

l 9．1 36 34 

19．788 86 

24．Ô ^ 81 

23．631 O5 

21．8d9 O3 

19．9d7 76 

18．55d 26 

17．633 58 

～ 0．181 99 

7．992 27 

d．731 38 

— 2．007 27 

1．763 66 

5．{l1 1 d 

O．955 19 

— 0．{31 115 

～ 0．6．t9 03 

～ 0．2d7 76 

0．】d5 7,t 

0．366 d2 

2．3．2 残量 6的均值 

∑e 一∑(y 一 ) 
● 3， ，j 

一 ∑Yt～∑0．995 558 8Y +∑0．049 917 478Y 
⋯  ‘一 t一 1 

= (538．8 一 Y — Y )一 0．995 558 8(538．8一 Y。一 YI。) 

+ 0．049 917 d78(538．8 一 y，，一 y 。) 

一 d0．26 

∑et一1．059 

2．3．3 模型的 检验 

作统计量 口= ∑ j～ (m—1) 

(其中 m为{ }中 个数 ，n为{ec}中 自个数) 

对 序列求前 阶自相关系数 )，再计算 

口。一40∑r}=0．316 52 

取置信度 97．5％，查表得 & (37) 16．8 

由于 口。< z；， s(37) 

故 ：通过 检验 +模型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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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预测 

由(5)可得 步预测方法为： 

Y o(n)一 0．995 558 8 to( 1)一 0．0,'19 91 7 d78Y．o(H一 2) (6) 

而由(5)得出的一步预测方程为： 

y (1)一 0．995 558 BY, 0．049 917 4'Z8 - 

95年 5月的物价指数预测值为： 
-

p。o(1)= 0．995 558 8× 18— 0．0,19 9l 7 478× 18．7≈ 17．0 

根据(6)式，计算出 1992年 3月至 1995年 12月物价指数的内插值和预测值如表 4所 

示 ： 

表 1992年 3月 ～ l995年 12月的内插值和预测值 (％) 

由上表可以看出．1995年年均物价指数预计在 l 2％ ～ 1 7％之间。由实际值与预测值的 

比较可以看出．模型预测的结果是比较符 合客观实际的．今年物价 比去年有明显回落 ，但仍 

属较高幅度上涨 

3 结论与看法 

从本模型的预测结果看，1995年物价指数明显呈逐月回落之势。由于前 已述及，影响物 

价指数的原因除规律性因素之外还有非规律性因素，特别是一些非经济性因素和政府强制 

性干预，因此物价指数总体呈下降趋势．这一点与客观实际是吻合的，但渡动也是客观存在 

的。因此．我们认为，1995年后半年物价指数总的来看会在 l 2％～l8％之间波动 虽然1995 

年物价指数经预测低于 1994年的 21．7％．但仍在高位运行，因此，l995年乃至 l996年物价 

的形势仍然比较严峻，只有运用各种宏观调控措旋才能遏制新的涨价因素。 

首先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以控制由于投资与消费双膨胀而引起的社会总需求膨胀 ，今 

年经济增长速度应略低于 ¨％．另外．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第三．应控制工资的过 

快增长，将工资控制在与国民生产 总值同步增长的基础上，以免又一次引发工资 一 物价螺 

旋式增长。第四，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控制发行量 ，以防止发生恶性通货膨胀 

总之．1995年物价控制应注意到促使 1994年物价上涨的各种因素，一是由于这些因素 

能滞后影响到 1995年．二是这些因素本身就很容易成为新涨价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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