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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资和物价水平是关乎民生的两个重要研究课题" 稳定物价水平也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之

一#随着国内物价水平不断上涨"通货膨胀预期不断递增"缓解人民生活压力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已经成为当前宏

观调控的主要任务# 对于通货膨胀的解释历来存在需求拉动型和成本推动型之争"对通货膨胀的不同解释意味着

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利用构建联立方程组模型"将工资率和通货膨胀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模拟分析工资率

与价格水平的之间关系# 基于合肥市各部门相关数据的模拟结果显示"提高工资率和通货膨胀之间有一定的相关

关系"这意味着通货膨胀包含工资成本推动因素"但是"模拟结果还显示工资的提高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大于对

价格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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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水平历来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课题# 近年

来##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刚刚过去的一年#人们普遍感

觉到物价不断上涨给生活带来的沉重压力% 在全国物

价水平上涨的大环境中# 合肥的物价水平也在不断的

上涨#我们通过下面一组数据"见表 !$可以看出安徽

省各种商品价格上涨的程度# 合肥作为安徽省的省会

城市#所受的影响更是首当其冲%

由表 !的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 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自

%###年以来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就连原材料#农业

生产资料和固定资产投资的价格指数也在不断的上

升% 从表中可以看到#无论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还是

生产所必须的资料#价格指数上涨是显而易见的#这些

物价上涨必然造成生产和生活成本增加%因此#研究工

资率提高与通货膨胀以及与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之间的

关系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学者对于通货膨胀成因呈现两派观点& 一是需求

拉动型# 即一段时期内物价上涨是因为市场上供应紧

张#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即市场上存在着超额需求'

资料来源'数据由 !33#7!3#3 年(安徽统计年鉴)整理
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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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成本推动型# 即当工资的增长率超过了生产的增

长率#工资的提高会引起生产成本增加#引起成本推动

型通货膨胀$

西方国家对于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研究已经相

当深入#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学习和借鉴的经验$ &'()*+

在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中引入预期因素# 研究结果表

明% 名义工资必然要提高# 这样则会导致工资成本上

升#进而推动价格上涨#价格上涨又形成新的通货膨胀

预期#从而促使工资进一步提高$这样一来就形成了所

谓的&工资'价格(螺旋上升的恶性循环#这一理论一

直指导着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研究# 也引起对工资

和通货膨胀之间关系的不断探索,$-

$ .'/0+1023 45//0++53

从一个全新角度建立了一个短期名义工资增长模型#

结果显示名义工资的影响因素包括价格) 利润和公司

所处的垄断环境,!-

#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工资和价格之间

的关系* 60'540/ 237 8(33(1'回归分析了收入政策在

保加利亚和波兰的政策效果# 结果显示收入政策在保

加利亚的效果相对明显# 而在波兰取得的效果不大,9-

*

人民收入最主要的来源就是职工工资# 所以研究的对

象逐渐转入工资水平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问题#:;

</0('=0+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结论出发#建立了一个

影响通货膨胀的全新理论框架#估计了工资方程#结论

显示工资政策和市场结构是影响通货膨胀的原因 ,>-

*

?1(032/ @5)7(3综述了通货膨胀对工资的影响#结论认

为低水平+ 稳定的通货膨胀对工资的形成有积极的作

用,A-

,在我国#桑百川教授认为 !B">年以来的全国范围

内物价上升是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 原因是要素成

本价格已经出现全面上涨# 并且认为我国将步入成本

推动型的全面通货膨胀时代,C-

,周宜荣首先讨论了工资

和物价水平的关系问题# 突破了传统分析物价水平的

思路,D-

, 李云林教授从工资增长所形成的消费需求扩

张) 工资向资本转化所形成的投资需求扩张和工资增

长所形成的供给成本上升三个方向分析了工资增长对

通货膨胀率的影响# 得出工资增长并不必然引发通货

膨胀的结论,%-

,范志勇在-经济研究.上的一篇文章探究

了工资成本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货

币供给而非超额工资增长是导致通货膨胀变化的主要

因素# 而且并未发现超额工资存在对通货膨胀的显著

响应#所以 !"""E!BBD年中国尚不存在&工资/通货膨

胀(循环机制,F-

,

国内外对工资上涨与通货膨胀关系研究成果卓

越# 但没有考虑工资上涨对人们生活改善以及通货膨

胀之间复杂的关系, 基于此#本文借助一般均衡思想#

把工资+价格等因素纳入到一个联立方程组中考虑#并

结合合肥市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了工资率与

通货膨胀以及与人民生活水平之间的关系# 得到了对

现实十分有益的结论,

一!联立方程组的构建

为了方便处理数据#探讨工资率+通货膨胀以及价

格水平之间的关系#在建立模型之前#有必要进行一些

必要的假设,

!一"假设

$G在考察产品市场价格变化的过程中#假设资本

市场+劳动力市场和其他市场处于均衡状态#并且不对

产品市场产生影响,

!H假设产品市场生产部门只有从事农业产品生产

的第一产业部门+ 从事工业产品生产第二产业部门和

从事服务业的第三产业部门# 且每个生产部门只生产

一种综合性的产品#产品生产没有中间投入#各部门生

产的产品均为最终消费品, 最终消费品需求主体只有

提供劳动和资本的居民与政府,

9;各部门工资率在所考虑的时点内保持不变,

>;居民的收入来自于向厂商提供劳动和资本的收

入总和#政府的收入全部来自于居民和厂商的税收,居

民的收入在购买产品和储蓄中合理分配# 且资本和劳

动的收入遵循同一个并且保持不变的储蓄率# 拥有相

同的消费函数#政府的收入全部用于服务产品支出,

A;假设合肥市产品市场处于均衡状态,

C;产品市场是竞争的#厂商和消费者都是均衡价

格的接受者# 居民和政府对各个部门的最终需求构成

产品市场的全部需求,

D;劳动力和资本的供给能完全满足经济社会发展

的要求,

%;工资率的改变会使劳动发生同比例的增加或减

少,

F;合肥市整体内部均衡#即没有对外贸易模块,

!二"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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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型解释

$%生产方面!模型的生产函数采用不变替代弹性

&'()*+(* ,-+)*./.*0 '1 234)*.*3*.'(5 &,2函数% 产出是由

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共同决定% 生产者以利润最大化

为目标决定其劳动和资本的最优投入量6$78

& 表示三次

产业综合产品的供给量%用产量和价格 的乘积表示各

个部门生产产品的价值&

!% 最终消费! 假设政府' 厂商和居民的消费都满足

9.3/:的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 9.(<+> ,;?<(=.*3><

20)*<@5 ,9,2消费函数%居民的最终需求分为基本需求

和超额需求两个部分% 且最终需求仅取决于人们的收

入和各种商品的价格两个因素( 居民和厂商的收入除

了以一定的比例进行储蓄之外% 其余部分全部用于消

费% 消费在预算约束下按照效用最大化原则在各种商

品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政府的储蓄率为零%其收入全

部用于消费(政府'厂商和居民的消费总和构成市场上

的总需求(

A%市场出清!在假设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和其他

市场都达到均衡的条件下%使产品市场达到均衡%即各

部门生产的总价值等于市场需求的总价值(

)四$模型变量

$%外生变量

!

"

)"B$%!%A $!各个生产部门的工资率*

#

"

)"B$%!%A $!各个生产部门资本投入*

$

"

)"B$%!%A $!各个生产部门劳动投入*

!%内生变量

%

&

"

)"B$%!%A $!各个生产部门产品供应量*

%

'

"

)"B$%!%A $!对各个生产部门的产品需求量*

(

""

)"B$%!%!%)B$%*%+ $!政府'居民和厂商对各个

生产部门产品的需求量*

,

-

!政府的收入*

,

$

!居民的劳动收入*

,

.

!资本收入*

!

"

)"B$%!%A $!各个生产部门工资总额*

/

"

)"B$%!%A $!各个生产部门产品的价格*

二!数据处理

)一$数据选择

模型的基础数据均来自于 !777CD7$7年 +安徽统

计年鉴,%由于统计年鉴的统计口径和本文产品部门的

划分不同%所以本文以统计年鉴为基本依据%按照国家

统计局 D77A印发的 +三次产业划分规定,!$对各个

生产部门进行了重新划分%具体划分如下&

第一产业部门!农林牧渔业&

第二产业部门!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以及水

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第三产业部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

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

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

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居民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

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业&

模型计算需要各个生产部门的资金和劳动投入数

据&本文所用劳动量采用各个生产部门的职工人数%资

本投入采用永续盘存法%以 D777年为基年%某一年的

资本存量等于前一年的资本存量与当年新增资本之

和%这里直接援引学者徐大丰的-D777年安徽资本E国

民收入之比为 $%$F.的假设%计算出 D777年的资本存

量%再据此计算出 D777ED77G年各年的资本存量6$$8

& 劳

动收入即为各个生产部门职工工资总和减去所缴纳的

个人所得税%政府收入包括厂商的生产税'提供劳动和

资本的居民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代替资

本收入税$%资本收入通过企业所得税间接计算得到& 居

民对各个生产部门产品的消费支出等于城镇居民消费

支出加上农村居民消费支出% 按照统计年鉴的统计口

径和各种消费品的性质%进行归类如下&

第一产业产品消费!粮油%肉禽蛋水产品%蔬菜%干

鲜瓜果&

第二产业产品消费!调味品%糖烟酒饮料%糕点'奶

及奶制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居住&

第三产业产品消费!服务性消费支出%饮食服务%

家庭服务%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

居住服务费%杂项商品和服务&

根据以上数据整理% 并按照统计年鉴的分行业统

计资料%对各个部门的数据进行加总求和%得到所建立

的关于合肥市联立方程组的基础数据&

)二$参数估计

$!生产函数参数估计

生产函数的参数估计方法采用 H@<(*+ 提出的

I+0-'>级数线性化方法%即对生产函数两端取对数%并

在 处进行 I+0-'>级数展开%取二阶线性部分%舍去三

阶及以上的高阶项%得到 &,2函数的线性近似表达式

为6$$8

! 01%B!

2

J!

3

-(.J!

4

6-()*56$8

D

其中!!

2

B-("%!

7

B#%!

8

B$C#%!

4

BC7%K9#)$C#$&

通过把统计年鉴中的 D777CD77G年十组统计数据

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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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入生产函数方程# 采用 &'()*+,-"进行线性回归#得

到各个生产部门的生产函数方程如下$

!第一产业 $./!0%-!1,,23-"4!4./"2"-"554./#2

"-""$678./!"$%"9

!

"第二产业$./!0:66-74$2$,-!,/"2$4-71!,./%:

3-,!!8./!"$%"9

!

#第三产业$./!0:$4!-43,52!3-$!,/":$,-74$1./%:

3-%$8./!"$%"9

!

!!消费函数的估计

消费函数的估计同一采用线性化的方法# 令 !

&

'

(

&

!

)

&

*"

&

!(

&

!

)

&

# 在同一个时期 可以看出是固定不变的

一个常数#那么 就是一个只与 (有关的常数#消费函数

即可以变成如下形式8$39

$

(

&

+

&&

,!

&

*"

&

-

&

!$./

&

"

把统计年鉴中 !333:!336年十组相关数据代入消

费函数方程#采用 &'()*+,-3进行线性回归#得到居民

和政府的消费函数如下$

!第一产业产品的居民消费函数$(+07!%54,-$2

3-16!1-!$:/"

"第二产业产品的居民消费函数$(+0%$511!-$2

3-,1%-!$:/"

#第二产业产品的居民消费函数$(+0%!4!!%-62

$-!!%$6-!$:/"

政府的消费函数为$(+01445-5142!-!,0:3,-!$:/"

1!其他参数的估计

/

#

,/

1

$居民储蓄率

通过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求得历年的储蓄率#然

后计算平均值得来% 计算居民储蓄率 /

%

,/

1

03-,36,$%%

2

&

$各个生产部门的工资率

利用 !333:!336年的统计数据# 通过各生产部门

的工资总额除以各部门生产总值#然后求平均得到%计

算得到各部门的工资率为$

!第一产业$2

$

03-33561%%

"第一产业$2

!

03-3,1%!5

#第一产业$2

1

03-$,445

3

#

03

1

$个人所得税和资本所得税

利用统计年鉴中的个人所得税除以工资总额求平

均得到#3

#

03

1

03-3!7!%4%

34$各个生产部门的生产税税率

出于对数据的可获得性考虑# 这里运用增值税税

率代替#通过查阅相关资料#近似求得各部门生产税税

率为$34

$

03-$1#34

!

03-$5#34

1

03-$7%

!三"模型的应用

为了定量的模拟工资率的变化对各个行业的价格

产生怎样的影响# 这里假定当工资率分别提高 $3;#

!";和 1";时#对各个行业的价格&产量以及对居民收

入水平的影响% 本文中所说收入水平是指劳动收入和

资本收入的总和#即 -

%

和 -

"

的和#这一数值可以在求

解联立方程组的过程中得到%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意

味着居民手中的可支配资金增加# 在价格的提高幅度

相对于收入提高的幅度较低时#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

变居民的生活水平%

$!当工资率提高 $";时#将各个参数和变量代入

方程组#通过 <=>.=?求解方程组得到表 !%

模拟结果显示#当合肥市工资率提高 $3;时#在求

解联立方程组的过程中# 可以计算得到 和 的和提高

!7-%%;# 即合肥市居民的收入水平会上升 !7-%%;#另

一方面三次产业的价格变化率全部低于居民收入水平

的提高#这说明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

!!当工资率提高 !3;时#将各个参数和变量代入

方程组#通过 <=>.=?求解方程组得到表 1%

模拟结果显示#当合肥市工资率提高 !3;时#在求

解联立方程组的过程中# 可以计算得到 和 的和提高

,$-,6;# 即合肥市居民的收入水平会上升 ,$-,6;#同

理可以看到三次产业的价格变化率全部低于居民收入

水平的提高# 进一步说明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

提高%

1!当工资率提高 13;时#将各个参数和变量代入

方程组#通过 <=>.=?求解方程组得到表 4%

模拟结果显示#当合肥市工资率提高 13;时#在求

表 ! 合肥市工资率提高 "#$时产量和价格变化率
单位$;

产量变化率 价格变化率

第一产业 :3-$,4!% 3-$1416$

第二产业 3-!4%731 :3-36641

第三产业 3-!56$11 3-!3!437

表 % 合肥市工资率提高 !#$时产量和价格变化率

单位$;

产量变化率 价格变化率

第一产业 :3-!,,5% 3-!1$7$1

第二产业 3-544464 :3-$674,

第三产业 3-,35,%4 3-156$$%

表 & 合肥市工资率提高 %#$时产量和价格变化率
单位$;

产量变化率 价格变化率

第一产业 :3-1164 3-13%455

第二产业 3-637457 :3-!65$7

第三产业 $-3155,1 3-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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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联立方程组的过程中! 可以计算得到 和 的和提高

$%&'(!即合肥市居民的收入水平会上升 $%&'(!三次

产业的价格变化率依然低于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再

一次说明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结合上面的模拟结果! 我们可以看出工资率的改

变对各个生产部门的产量和价格以及居民的收入水平

都产出相当明显的影响!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居民的收

入水平!当工资率分别提高 $&(!'&(和 )&(时!居民

的收入水平分别提高了 '*%++(!"$%",(和 $%&!(!变

化幅度相当明显!在所以的模拟结果中!三次产业价格

的变化率都低于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这说明居民收

入水平的提高除了有一部分被商品价格的提高而抵消

之外!还将剩余一部分用于消费!因此可以得到结论%

提高工资率对切实改善人民生活作用十分明显&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部门! 在经济社会的发展

过程中! 所占的比例会逐渐缩小! 根据以上的模拟结

果!可以看出!当工资率提高的同时!第一产业的产量

会有不同程度的缩小& 这是因为!随着工资率的上涨!

工业生产部门和第三产业服务部门对劳动力有更大的

吸引力!劳动力会逐渐的流向工业和服务业生产部门!

从而使农业的生产规模相当缩小! 产量呈现下降的趋

势& 但是第一产业的产品价格又会随着工资率的上升

而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这是因为农业规模不断缩小!但

是农产品又是城乡居民生活所必须的消费品!例如粮

油'鲜菜瓜果等农产品!是人民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

农业规模的减小使得农产品供给减少!根据供求关系

原理!农产品的价格会呈现不断上升趋势"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的产量与价格也随着工资率

的提高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变化! 由上面的模拟结果可

以看出! 第二产业的产量在三种模拟方案中分别上升

了 !-%+*('.-%-.(和 ,&%*.(!第三产业的产量在不同

的模拟方案中也分别提高了 '.%,$( '"&%.*(和

$&)%."(! 这主要是由于大量劳动力的流入扩大了二'

三产业的生产规模!从而提高了二'三产业的产量" 观

察二'三产业的价格变化!其中第三产业的价格随着工

资率的提高不断上升! 但是上升的幅度没有产量上升

的幅度大" 而第二产业的产品价格却随着工资率的提

高呈现下降的趋势!探究其原因!是因为工资率提高会

引起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上升! 当收入水平上升到一

定程度时!人们会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在满足基本生

活需求的同时!增加对文化'娱乐以及服务性等奢侈品

的需求!使得第三产业产品的需求显著增加!从而产品

价格就呈现上升的趋势! 这就是凯恩斯的边际消费递

减规律"

工资率上升一方面会增加居民的收入! 从而增加

对产品的需求!有可能会引起产品价格的上升!另一方

面!工资率的上升会增加社会上流通的货币数量!也可

能引起产品价格的上升" 但是观察以上的模拟结果可

以看出!工资率的提高只使得一'三产业的价格上升!

而使第二产业的价格下降!另一方面!虽然工资率的提

高会引起产品价格的上升! 但是价格上升的幅度小于

产量上升的幅度!就全社会综合来看!产量提高导致供

给增加从而引起产品价格下降的幅度大于工资率上升

所引起的产品价格上升的幅度"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

工资率的提高不但可以提高产量! 而且也不会引起价

格的大幅度上升"

(二$建议

众所周知!保持一个正常的需求与供给的关系!使

国民经济得以平衡协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稳步地提高!

是客观经济规律的根本要求/$'0

& 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

是给全社会居民带来最大的福利! 在保持物价稳定的

同时!更应该把着眼点放在改善人们生活'缓解人们压

力上&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提高工资率并不必然

引起通货膨胀! 为了缓解高物价水平给人们生活带来

的压力!适当的提高居民工资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

当然! 抑制通货膨胀并不是一味的提高工资就可以完

全解决!还需要政府做进一步的努力&这首先需要甄别

引起通货膨胀的不同原因!根据原因对症下药&对于成

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应该积极实施财政政策!加大转移

支付力度!想方设法降低生产成本&对于需求拉动型通

货膨胀! 应该找到需求过剩的原因! 适度从紧货币政

策!减少货币的流通量/$10

& 总之!无论是哪种类型的通

货膨胀!保障人民的生活水平!减轻人民生活压力是发

生通货膨胀时首先考虑的因素! 再根据通货膨胀产生

的原因采取合理的措施抑制通货膨胀&

注释!

!本文中对三次产业的划分依据 !""#年国家统计局引

发的"三次产业划分规定#的通知$在此基础上根据数据的可

获得性以及实际情况划分为! 第一产业包括农林牧渔业%第

二产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以及水的生产和供应

业$建筑业%第三产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

张秀荣等%论工资率提高'通货膨胀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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