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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与腾飞（之一）：

      破解“缩长”之谜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龚刚
 
日前在北京的一个研讨会上，有学者提出我国目前的经济运行可以用“缩长”两字来概括，也就是说在经济增

长的同时却伴随着通货紧缩和失业率上升。据说其人语惊四座，在座的不乏国内经济学界的“大腕”，却谁也说不
出中国经济为何会出现“缩长”。本人既没有参加那次研讨会，也不属于“大腕”，因此这里所谓的“破解”可以说是
斗胆了一些。

“缩长”之所以成谜，那是因为它违反了宏观经济学中的两个基本规律：奥肯法则（Okun Law）和菲利普斯曲
线（Philips Curve）。这里，奥肯法则指的是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的逆向关系，即经济增长率越高，失业率
就越低。而菲利普斯曲线则反映的是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的替代关系，即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不可能同高或同
低。

关于这两个规律的经济学原理，可以由如下三个基本的经济关系式中得到解释：

1）           就业量取决于社会总产量。产量越多，其所要求的劳动力投入也就越多。

2）           社会总产量取决于社会总需求。需求越多，厂商所愿意提供的产量也就越多。

3）           价格取决于与社会生产能力相对应的社会总需求。过高的社会总需求通常会引发通货膨胀。

显然，奥肯法则的理论基础来自于关系式1：产量越多，意味着经济增长越快，其所要求的劳动力投入就越
多，失业率也就当然地减少。而经济的增长通常由社会总需求的上升来拉动（关系式2），从而引起价格上涨
（关系式3）。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出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是相互替代的，不可能同高或同低。

尽管我国目前的通货紧缩（或低通胀）与高失业的现象似乎并不违反菲利普斯曲线，然而由于它与高增长同
时并存，而高增长通常意味着高需求，于是就有了“缩长”之谜，即我们无法从需求的角度去破解通货紧缩的真正
原因。

然而，任何经济规律都离不开一定的经济环境，奥肯法则和菲利普斯曲线同样不例外。事实上，它们被看成
是在没有外部冲击条件下成熟和完善的市场所体现出的经济规律。即使在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这些经济
规律也曾被多次打破，而打破这种规律的力量通常被冠以所谓的“供给冲击”（Supply Shock）。例如，70—80年
代的石油危机就被看成是具有非积极意义的供给冲击，它造成了当时西方社会的滞胀（即通货膨胀和失业并
存）；与此相反，克林顿执政时期的网络革命和全球化扩张，则被看成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供给冲击，它造成了低
通胀和低失业并存。不言而喻，对于那些转型及经济起飞阶段的国家来说，这种冲击当然是更加司空见惯了。因
为经济的转型和起飞通常意味着结构和制度的变更，而这无疑会冲击在稳定和成熟市场经济下所形成的经济关
系。

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市场经济刚刚起步，远未成熟和稳定，因此它也承受着各种各样的冲击。首先，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劳动力就业是一种政府行为，企业新增劳动力并不是因为生产的需要，而是由政府分配的。
如果计算一下中国近20年来的GDP和就业之间的相关系数，人们会发现它是一个负值，即劳动力的增加，并不能
带来GDP的增加。这与奥肯法则所体现的经济关系完全背驰。尽管这种分配制度造成了充分就业的表象，但它却
加重了企业的负担，经济效益明显降低。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标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无疑显化
了由旧体制所造成的隐性失业。于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失业率的上升则是完全可能而且合理的。而随着企业体
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未来新增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涌入则使得近期内城市就业压力不会减少。即使经济仍然
保持着一个较高增长率，高失业的势头恐怕会有增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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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考察一下通货紧缩的成因。按照关系式3，价格取决于市场的供求，因此价格下跌通常意味着有效需
求不足。然而这种解释对于一个高速增长且体制正在不断转型的经济社会似乎显得力度不够。事实上，价格不仅
由供求决定，同时也取决于成本。从宏观角度看，这种决定价格一般水平的成本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因素：

1、           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劳动力工资是价格的组成部分，工资水平越高，产品的成本越高，价格
也会定的越高；

2、           劳动生产力水平：劳动生产力水平越高，单位产品所需的劳动力会越低，价格也会越低；

3、           市场结构：市场结构可以具体体现为市场的竞争程度。一般的，竞争程度越高，确定价格时
的成本加成（markup），即价格中的利润部分就越低，从而价格会越低；

4、           进口产品的价格：如果进口产品如原材料等是价格的组成部分，则进口产品的价格越高，价
格也会越高。

以上除劳动力工资有可能反映由总需求的变化而引起的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压力之外，其余在宏观经济学中都
可以看成是供给冲击。它们的变化使得总供给曲线和菲利普斯曲线移动，进而打破由奥肯法则和菲利普斯曲线所
体现的经济关系。下面我们逐一分析以上因素在我国近期经济中的变化情况。

正如本文前面所提到的我国近期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得大量的隐性失业显性化，这在很大程度上优化了企业的
资源组合，减少了企业的负担，进而提高了企业的劳动生产力。与此同时，显化以后的隐形失业使大量工人下
岗，再加上新增劳动力和农村闲散劳动力涌入城市，劳动力市场总体来讲必然是供过于求，因此总体的工资水平
不可能推动价格的上涨。

与此同时，经济体制的改革同时意味着从过去的计划经济转向更具竞争性的市场经济。而某些行业的重复和
盲目投资则进一步加剧了企业之间的竞争。因此，企业在确定价格时，其成本加成会越来越少。

再则，长期以来我们维持着一个盯住美元的稳定的汇率政策，而近期所发生的金融风暴使得各国货币相对美
元纷纷贬值，这使得我国的进口产品价格得以下降。而中国成功地加入了WTO不仅使我国进口产品的价格进一步
下降，而且国内企业所面临的竞争会更加激烈，使得产品价格进一步降低。

由此，“缩长”之谜被层层拨开。我国目前的通货紧缩决非仅仅可以从总需求不足的角度进行解释，而更应该
从构成价格的各种成本因素和由资源优化而导致的潜在生产能力的不断扩大来综合考虑。

如果这种观点能够成立，那么失业和通货紧缩并非意味着经济危机的到来，更不是什么洪水猛兽，相反的，
它给我国带来的是不可多得的机遇：中国完全可以在价格稳定的基础上，通过刺激总需求以达到更高的增长率。

机遇如同神秘的哈雷彗星，一旦失之交臂，则只能扼腕兴叹，重新陷入苦苦等待。夫成功者，不负机遇也。
破解“缩长”，抓住机遇，中国的腾飞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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