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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胀之下：企业经营两极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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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张平

本报记者 王敏/文

物价下调不容易

东莞市郊外的一家服装企业已
经濒临倒闭，该公司剩下的几十名员
工正在等待领取最后的薪水。

该企业的一位负责人告诉《中国
企业报》记者，直接原因是资金链出
现问题，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订单
减少了3成，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3个
月。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指
出，目前利率提高后，中小企业受影
响很大，在福建、浙江和广东的部分
企业有倒闭的现象。

交通银行提供给《中国企业报》
记者的一份报告称，经济增速放缓或
将延续至三季度。
“从上半年公布的宏观数据看，

目前，尤其是中小企业主要面临信贷
偏紧、外需走弱、通胀和人力成本上
升三重压力，以CPI-PPI、PPI-PPIRM
为代表的企业盈利指标目前处于
2008年以来的第三个负值及下行区
间。”浙商证券研究所高级宏观研究
员郭磊向记者表示。

郭磊认为，在三季度后半段，通
胀下行确立之后，情况就会好转；而
预计政策在此之前会尤为强调对中
小企业的结构性信贷支持，企业应该
有效把握政策、利用政策。

大企业表现稳定，小微
企业苦苦挣扎

上述服装企业在东莞已经打拼
了近20年，拥有几十亩的工厂用地。
20年的基业只用了3个月便轰然倒
地。
“自己都觉得太可惜了。”上述该

公司负责人说。
这家服装企业显然不是个案。公

开信息显示，虎门雅美服饰开发公司
董事长郭正忠反映，“大约有一半的
服装厂减产了。”
拥有200多家会员企业的东莞市

电子行业协会的秘书长尹建文表示，
其会员企业中，2成企业有减产情况，
3成企业经营比较困难。

东莞市政府副秘书长任新合日

前在该市第十次民营企业排忧解难
协调会上说：“东莞民营中小企业发
展面临较大压力，全省工业经济盈利
增长在今年一季度也呈现出‘增产不
增收’格局。”

根据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
的调查，今年二季度，浙江中小企业
融资景气指数跌到100以下，下滑到
不景气区间；加上原材料、用工成本、
资金成本、用地价格、人民币汇率等
上涨带来的压力。尤其工业总产值在
150万元以下的微小型企业，今年上
半年的工业总产值和经营利润增幅
分别仅在1%和4.4%左右。

工信部党组成员、新闻发言人朱
宏任在7月21日表示，最近一段时间，
部分中小企业的情况比较困难，中小
企业特别是小型、微型企业抗风险能
力较弱，缺乏正常的融资渠道，在上
游能源、原材料价格大幅攀升，用工、
融资等成本不断增加的情况下，生产
经营比较困难。

小微企业日子难过，大企业的表
现要好一些。

工信部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上
半年工业经济总体运行在平稳较快
增长区间，继续保持了良好发展势
头。

但朱宏任坦言，前5个月工业企
业利润之所以能增长27.9%，主要是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较好的那部分
企业实现的。

郭磊告诉本报记者：“我们的模
型预测显示6月CPI将在6.2%至6.6%
之间，所以最终6.4%的CPI数据基本
符合预期。猪肉价格对当期CPI贡献
巨大，我们测算了一下，如果把猪肉
及猪肉对禽蛋、水产类的关联影响
全部去除，则当月CPI大约在5.8%左
右。本轮猪周期已经走了26个月，从
经验规律上来看，已经临近上升期
末端。”

郭磊表示，7月份之后CPI会明显
放缓，这是对企业一个有利的信号。

高成本压力加剧，企业
盈利可能三季度末见底

在通胀压力下，不断攀升的成本
已经成为一个让企业“头疼”的问题。
“去年至今，棉布价格已经上涨

了50%，订单只要一接，肯定要亏损。”
浙江一家服装厂总经理何慧仪告诉
《中国企业报》记者。

此外，何慧仪表示，用工费用还
涨了30%至40%。

即便是在新能源领域，高成本同
样也给企业带来困扰。中金公司一份
研究报告指出，风电机组厂商金风科
技目前深受原材料成本上涨的困扰，
“除非金风能够找到应对措施，金风

2011年至2013年的综合毛利率将大
幅下滑至12.9%—12.3%。成本上涨将
导致金风科技被迫提价，一旦提价就
将丢掉较大的市场份额，引发销量大
幅下跌”。 （下转第二版）

国家统计局7月13日发布的上
半年经济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国
内生产总值204459亿元，按可比价
格计算，同比增长9.6%，其中，一季
度增长9.7%，二季度增长9.5%。物
价方面，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
（CPI）同比上涨5.4%，其中6月CPI
达6.4%；上半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
格（PPI）同比上涨7.0%。
“物价统计数据应该更多的反

映商品的实际品质。”在7月22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中国社会
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平表示，“中国加息政策多是顺周
期，跟随物价上涨慢慢调，物价下来后还在加，起不到反周期的
作用。”

判断中国经济“硬着陆”为时过早，警惕“中
等收入陷阱”

《中国企业报》：7月13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上半年中国经
济数据，您对这个数据总的评价是怎样的？

张平：经济增长和物价是经济学中宏观政策的核心问题，中
国长年以来是有一对匹配关系的。通常认为，经济增长在7%—
10%之间、物价上涨在0%—5%之间是比较安全的。依据这个尺
度，现在经济增长回到了安全区间，但物价明显超出了安全边
界。这样来看，把物价调控作为主要任务是正确的，因为这组数
据里只有物价是不正常的。

中国历年的经济增长通常都是经济过热在前，滞后一年拉
动物价，因此，调控经济增长实际上就是调控物价，把经济过热
的增长进行适当的调控，才能把物价调下来，解决物价高的问
题。可以说，过去30年中国经济都是这样的一种模式。

我们可以举出所有高物价年份的数据，前一年都是经济高
增长。2008年物价上涨曾经一度高达8.7%，是因为2007年经济增
长高达14.2%。

实际上，从今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潜
能还很大，还在一个高增长的惯性下运转着。
《中国企业报》：上半年数据出来后，不少研究机构表示，在

上半年持续的宏观调控之下，中国经济依然有着不俗的增长，这
显示出中国经济的强劲惯性，预言中国经济会“硬着陆”的基调
属误判。在您看来，未来两年中国经济会“硬着陆”吗？

张平：这是一个重要的，也是很多经济学家包括公众都比较
关心的问题，政策研究也在探讨类似的问题。

中国经济到底会不会在2013年硬着陆，现在判断为时尚早。
确切的时间很难说，但中国是不是有潜在的硬着陆风险，是值得
我们注意的。

当前热论的“中等收入陷阱”里面说了几件事：第一，原来赶
超时候的战略到进入中高收入时，是不能重复实施的，因为赶超
时候的战略是“大规模”，即人们常说的不断扩大产能；第二，低成
本竞争；第三，政府资源动用机制。

在2011年中国进入中高收入阶段以后，这3个战略虽然还有
发挥余地，但不断使用容易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

不少研究者已经发出警告，过度的产能扩大必然导致产能
过剩，在未来几年会遇到过剩危机。所以说，在赶超战略下，对中
国经济硬着陆的担忧始终存在。
“中等收入陷阱”还说，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后，全球化步伐加

快，易受外部冲击，现在我们的资本项目下还未放开，而国家“十
二五”规划已建议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能
不能经受住外部冲击，抗风险能力怎样，有待研究。

CPI明年一季度很可能重上5%，监测应加
强反映商品实际品质

《中国企业报》：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6月份的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备受关注，达到超预期的6.4%，创3年来新高。上半
年CPI同比上涨也达到5.4%。您对这个数字作何评价？

张平：我的感觉是，CPI绝不是简简单单一年的问题。按现在
的环比测算，今年第四季度通货膨胀，因为统计原因，有可能压
到5%以下，但也可能因为同样的统计原因，明年的第一季度物价
很可能重上5%。物价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调控下来的。

目前成本增高因素，尤其是农产品和房地产两项因素已经
占到整个CPI的50%，根据我们的测算，由于成本因素仅这两项就
能每年推高2.4%的物价，这使中国的物价随时处于比较大的压
力，加上翘尾和累积因素，物价不可掉以轻心。
《中国企业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公开表示，不应对

CPI的反应过度。中国使用的是未经季节性因素调整的同比通胀
数据，这种做法存在问题。而高盛的经济学家们根据其自建模型
估算，6月份经季节性因素调整后、折合成年率的CPI环比升幅应
为6.0%。您认为目前的CPI数据能反映真实的情况吗？

张平：我印象中，周小川曾经提过“容忍”的概念，他的主要
意思是说，中国大量的资源价格是扭曲的，如果你完全不给物价
一个容忍和调整的空间，就会严重拖后价格改革。

比如说，现在我们总是在提节能减排，但我们的水、电等定
价还偏低，这鼓励了很多浪费。这些公共资源如果再一涨价，更
会导致整个社会成本，不仅是居民而且是企业成本的上升，相应
地会导致新一轮的价格压力。

本来应在低物价时谈价格改革，但一拖再拖，怎么样选择恰
当的时机来改，成了大问题。在目前CPI高企的局面下来谈价格
改革，对居民压力确实很大。居民对物价上涨的压力感受已经特
别强烈，尤其是低收入阶层。 （下转第七版）

年中企业观察·物价篇

张平

通胀压力持续不断，大部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上游能源、原材料价格大
幅攀升，用工、融资成本不断增加，生产经营比较困难。 本报记者 林瑞泉/摄

编者按：
时至七月，棋行中盘。
7月中旬出炉的上半年主要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仍保持快速发展，与此同时也面临着较大的通胀压力和经济下行风险。作为拉动中国

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不论是消费、出口还是投资，其发展方式都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有了很大的区别。
从本期起，本报将推出“年中企业观察”系列报道，先后从物价、出口和投资的角度，通过记者在一线调查获得的企业案例和数据以及对权

威专家学者的访谈，对上半年经济形势和企业发展状况进行梳理和总结，为下半年发展提供判断依据。
专家指出，6月份 CPI上涨 6.4%，其中食品价格的拉升贡献达到 2/3，猪肉的贡献达到 1/5。此外，居住类商品和服务项目价格在 CPI中也占

有很大比重。因此，在“年中企业观察·物价篇”中，我们选择猪肉、房地产这两大物价热点予以重点关注。

逆水行舟，其势不进则退；兵已半
渡，惟有勇往直前。随着年中经济数据
的陆续公布，一个转型中的中国经济发
展图景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来，真可谓
喜忧参半。喜的是，面对比以往更加复
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中国经济继续保
持了较好的发展态势；忧的是，中国经
济结构的深层次矛盾进一步暴露，未来
发展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因素。在结构
调整压力不断加大、转变发展方式日益
紧迫的情况下，中国企业要想在下半年
乃至更长的时间里获得可持续的良性
发展，就必须认清当前的形势，找到未
来的方向，既要坚定信心，又要头脑冷
静，在转型升级过程中担当自己的责
任，提高发展的质量。

年中经济数据中的积极因素显而
易见，这主要体现在 3个方面：一是国
内生产总值，二是国有大型企业效益，
三是国家财政收入。国家统计局 7月
13日公布的初步测算数据显示，中国
第二季度 GDP同比增长 9.5%，增速比

一季度小幅放缓 0.2个百分点；6月份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1%。
国务院国资委 7月 22日公布数据则显
示，央企上半年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96874.6亿元，同比增长 24.2%；累计实
现净利润 4571.7 亿元，同比增长
14.6%。上半年，国家财政收入增长更是
达到了 31.2%，全年财政超收局面基本
成定局。

年中经济数据中的消极因素也是
显而易见的，这主要体现在 3个方面：
一是物价，二是中小企业效益，三是居
民收入。国家统计局 7月 9日公布的数
据显示，6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
平（CPI）环比上涨 0.3%，同比上涨
6.4%，创下 2008年 7月以来的新高；工
业品出厂价格（PPI）同比上涨 7.1%，环
比与上月持平。全国工商联的一份调研
报告称，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着严峻形
势，生存困难甚至超过 2008年国际金
融危机来袭时的情形。据国家统计局和
财政部公布的数据，上半年我国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 7.6%，农
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长 13.7%。

居民收入增速落后于 GDP增速、更落
后于财政收入增速的局面尚未改变。

把上述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综合
起来分析，可以发现，一方面，中国部分
主要经济指标在二季度出现回调，但经
济总体运行态势良好，这是主动调控的
结果，也是部分刺激政策退出后的正常
反映。宏观经济初露减速苗头，恰恰为
下一步的结构调整留下了想象空间。这
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另一方面，
中国经济还存在 GDP增长较快与居民
收入增长滞后、大企业效益较好与中小
企业生存困难的矛盾，如果看不清形
势，这些矛盾有进一步复杂化乃至激化
的可能。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
题。作为基本的经济细胞和社会单元，
中国企业必须对这个大趋势和结构性
问题做到心中有数，从而运筹帷幄，科
学决策，勇担稳定物价、创造效益、收入
分配的三重责任，既为自己谋得发展，
也为社会创造和谐。

在稳定物价方面，所有企业都应该
积极应对原材料、劳动力、土地成本上
涨的挑战，通过淘汰落后产能、转型升

级、梯度转移等方式，进一步压缩成本
负担，开拓利润空间，维持商品价格的
相对稳定乃至持续下降，不断拉动内
需，促进消费平稳较快增长，在自身消
化库存、创新发展的同时，推动人民生
活的持续改善和整个经济社会的持续
发展。

在创造效益方面，大型企业特别是
国有大型企业要抓住效益良好的有利
机遇，进行深层次改革，努力追求内涵式
增长和高层次发展；中小企业则要坚定
信心，立足实业，放弃投机和浮躁，坚守
诚信和道义，以灵活和踏实赢得转机。

在收入分配方面，生产经营正常、
经济效益增长的企业，可结合自身实际
适当提高员工待遇，尤其是工资水平偏
低、工资增长缓慢的生产一线员工工
资；垄断行业的企业及国家财政补贴的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则应适当控制员
工工资增长，多为国家上缴利税，实现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在下半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如果
企业能勇担上述三重责任，则中国企业
幸甚，中国经济幸甚，中国人民幸甚！

企业当下应勇担三重责任
曾昭俊/文

紫竹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