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

小 平 同志南巡讲话和 党的十四大召开 以 来
,

在全 国改革开放的大潮

中
,

我 国藏 区加速改革开放 的步伐
,

经济建设有 了长足 的进步和 发展
,

十分喜

人
。

但和 兄弟省 区
,

尤其是和 沿海地区比
,

总还有一段不小 的距离
。

在这样一

个重要的历史时期
,

怎样牢牢抓住机遇
,

使藏 区经济真正腾 飞 ? 除 了要不断巩

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

发展改革开放的大好形 势外
,

还需进一 步解放思想
,

加快藏 区经济建设
,

加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
。

为此
,

对藏区经济的现

状 和历史
、

规律和特卢
、

进行深入 细致的调查研完
,

进行 多角度
、

多层次的探讨
`

和研究
.

就 显得至为紧要 了
。

本期我们选登 了几篇这方面的调查报告和研究

文章
,

藉以 引起 包括有 关部门和领导在内的专 家和学者们 的关注
。

拉萨市区物价状况调查报告

于长江

1 9 8 8 年夏
,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突与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联合调

研组 曾对拉萨市区的物价状况进行了调查
,

并形成报告
。

报告通过 19 7 9 年到 1 9 8 8 年

10 年间物价浮动情况
,

以及对 1 9 8 8年上半年物价状况的分析
,

发现了一些 问题
,

指出

了影响和决定当时物价涨落的原因
。

为了进一步研究拉萨市区物价问题
,

探讨民族地 区物价变动的种种规律
,

笔者于

19 91 年再次对拉萨市区物价现状进行了调查
。

这次
一

凋查侧重于 1 9 8 8 年以来物价方面

的种种发展
,

以及影响这些发展的各种 因素
。

一
、

拉萨市区物价变化的趋势

总体来看
,

拉萨市区物价从 1 9 8 9年开始
,

摆脱了前 10 年中上涨的趋势
,

涨幅逐步

趋于平稳
,

有些商品价格甚至出现负增长
。

根据物价局市场监测记录的结果以及市统计

局掌握的数字
,

1 9 8 9年之前的 几年中
,

城市零售物价指数连续每年提高十个 以上百分

点
,

而在 飞9 9 0年突然下降为 1 02
.

2 %
,

涨幅大幅度下降
,

而 19 91 年则基 本持续在同一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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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 生活 费用价格指数 (以上年为基期
,

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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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攀之之
1 9 8 666 1 9 8 777 1 9 8 888 1 9 8 999 1 9 9 000

总总指数数 1 1 1
.

444 1 1 5
.

333 1 2 3
.

888 1 ] 6
.

333 1 02
.

888

零零 售售 1 1 1 777 1 1 6
,

lll 1 2 1 000 1 1 6
.

333 1 0 2
.

222

111111111111111

服服务业业 1 0 8
.

111 1 13
.

666 1 7 0
.

888 1 0 8
.

777 ] 1 3
.

777

集集 市市 1 0 1
.

777 1 43
.

333 1 2 5
.

333 1 0 9 666 9 8
.

999

1
、

两类商品价格的变化趋势

根据管制方式不同
,

拉萨市场的商品可 以大概分为两类
,

这两类商品价格涨幅不同

程度地显示出下降趋势
。

①国家控制的价格
1 9 8 8 年以后

,

大多数商品价格已经放开
,

由市场调节而定
,

但少数 几种商品仍然是

国家牌价
。

主 要包括粮食
、

煤油
、

医药
、

房租
、

水电等基本生活必需品
。

同时
.

111
一

于 i午多人

不能享受国家定价供应的商品
,

只能在自由市场
_ _

匕购买这些商品
,

所以实际 七形成两种

价格并存
,

但国家牌价对市场价格有强烈制约作用
,

换 言之
,

这些商品的国家牌价对市

场价格具有主导作用
。

其中粮食需求存在着强烈的刚性
,

其价格对普通市民的 日常 开支

确有重大影响
。

此外
,

粮食价格不仅是一项经济指标
,

而 月是
一

种辛七会象征
, ’

之反牌 厂人

民群众最基本生活水
一

平的变化以及国家局势的稳定性
口

平均而言
,

拉萨粮价江 1沙吕匕年

到 1 9 8 9 年间涨幅惊人
,

但在 1 9 9 0 年涨幅突然呈下降趋势
,

(表二 ) 全社会根食价格指数表 (以上年为基期
,

单位% )

令令攀生生
1 9 8 666 1 9 8 777 1 9 8888 1 9 8 999 1 9 9 000

粮粮价价 1 0 2
.

333 1 5 5
.

999 1 1 0
.

999 1 2 5
.

999 8 2
.

777

细细粮粮 1 0 2
.

333 1 5 8
.

000 1 1 3
.

444 1 2 1
.

111 8 3
.

555

粗粗粮粮 9 3
.

111 1 3 6
.

555 8 3 999 1 8 0
.

000 7 4 555

从 1 9 8 9年到 1 9 9 。年
,

粮食价格趋于平稳
,

1 9 9。 年与 1 9 8 9年相 比粮价指数为 82
.

7%
,

其中细粮 83
.

5%
,

表明出现了降价现象
。

这些趋势在市场调节成分较强的集市上

表现十分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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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集市粮价指数 (以上年为基期
,

单位 % )

}}}
一、

李少少
1 9 8 666 1 9 8 777 1 9 8 888 1 9 8 999 1 9 9 000

{{{
_

卫狡 上1一二二二
二》》》》》》》

粮粮价价 1 1 0
.

000 1 5 3
.

222 1 4 0
.

666 1 2 9
.

000 9 8
.

000

集市价 (市场成分强 )与国家供应价互相制约
,

构成全社会粮价指数
,

如上所述
,

粮

价中国家牌价因素占主导地位
,

国家供应部分总是比市场调节部分要稳定
,

即使变动也

比较平缓
,

升降幅度少于市场调节部分
,

但 1 9 9 0 年仍 明显出现 稳定趋势
.

国家职工购

买粮食的价格指数如下表
:

(表四 ) 国家职工购粮价格指数 ( 以上年为基期
,

单位 % )

、、 一、 一年 份份 1 98 666 1 9 8 777 1 9 8 888 1 9 8 999 1 9 9 000

项项 百\
一

\\\\\\\\\\\\\
粮粮食食 1 1 3

.

999 1 3 9
.

222 1 2 7
.

222 1 1 6
.

333 1 0 2
.

999

一一 细粮粮 1 1 3 999 1 4 2
.

222 1 2 9
.

444 ] 1 7
.

888 1 0 3
.

333

粗粗粮粮 1 1 1
.

888 1 1 2
.

444 1 0 6
.

000 1 0 0
.

000 9 8
.

777

其巾 ] 9 9 0 年与 1 9 8 9 年相比价格指数仅为 1 02
.

9
,

远低于前 4 年平均数
,

尤以粗粮更为

l :̀

;氛泛
·

庄国家定价的商品中
,

房租
、

水电
、

交通
、

邮电占居民消费总量的比例不高
,

但由于

这些价格直接关系到千家万 户居 民最基本的生活
,

而这些价格又长期保持在较低水平

上 一直属于价格领域的敏感点
,

任何变动都可能引起诸多连锁反应
。

在这几种商品中
,

房租一直比较稳定
,

水电费交通费有升有降
,

而邮电费则完全 依国家规定调整
,

大约在

!
`

”叨 年 上调了 50 %
,

此前一直保持稳定
。

国家职工的医疗保健费没有变化
,

一般医疗用品的价格在 1 9 8 8 年后有一定幅度上

涨
,

尤其是 19 8 8 年至 1 9 8 9 年间涨幅显著
,

以后又趋于稳定
。

另一项特殊商品是燃料
,

主要指煤油
。

燃料关系到普通居民每 日生活
,

也是比较容

易引起群众反应的商品之一
。

在 1 9 9 1年以前
,

煤油价格一直没有大的变动
,

并保持了定

量供应
,

每人每年 8 公斤
。

1 9 9 1 年 3 月开始油价上调 1 00 %
,

由原来 0
.

4 元 /公斤上调到

0
.

8元 /公斤
,

但供应量只满足原来的 70 一 75 %
,

其余部分自己解决
,

这次调价曾引起一

些群众的情绪波动
。

②市场调节为主的价格

目前
,

肉类
、

蔬菜
、

酥油等价格 已全部放开
,

日用百货
、

烟酒等有少数品种在国营商

店定价出售
,

但受到市场导 向的强烈作用
。

猪肉和牛肉是 由市场决定价格的主要商品之一
。

1 9 8 8 年
,

猪肉平均价为 3
.

60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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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
,

在 1 9 8 9 年和 19 9 0 年涨为 4 元 /斤 (一般按去骨 肉计算 )
,

而 19 91 年又常常降为 .3

6 0一 3
.

8 0 元 /斤
。

牛肉在 19 8 8 年平均 4
.

50 元 /斤
.

在 1 9 8 9 年
、

1 9 9 0 年平均 6 元 /斤
,

到

1 99 1年又降为 5 元到 5
.

5 元 /斤
。

这些价格都属
一

于卖主要价
,

实际成交价可能有所降低

( 10 %左右 ) ; 此外
,

集市上 出售的猪肉和牛肉大多数没有完全去骨
.

实际价格要根据含

骨头多少而定
,

有时可低于 3
.

5 元 /斤
。

由市场决定价格的另一种重要商品是酥油
。

酥油是藏族居 民每 日必需的消费品
,

根

据传统
,

酥油消费量 一直是衡量家庭贫富的重要标志
。

民主改革后
,

国家按计划收购和

定量供应酥油
。

80 年代初
,

自由市场上出现议价酥油
,

但政府平价供应没有停 正
,

形成

两种价格并存
,

政府供应价对自由市场价格有一定的平抑作用
。

1 9 8 4 年后
,

政府供应停

止
,

酥油价格 由部分定量 定价转为全部市场调节
,

国家供应平抑价格的作用消失
。

一等

酥油从原来的 1
.

50 元 /斤猛涨到 8
.

00 元 /斤
,

有些品种甚至涨到 9
.

9 元 /斤
。

但是到

19 88 年后
,

价格基本稳定在 8
.

00 元 /斤左右
,

再也没有出现大的浮动
。

和猪肉
、

牛肉一

样
,

酥油在市场零售中的具体成交价也取决于酥油质量和买卖双方的协商
,

因时
、

因地
、

因人而异
。

我们应该避免用过去纯计划经济之下
“

定价
”

的概念来理解目前市场经济中

的价格
。

服装是居民 日常生活开支的一个重要方面
。

尤其是对于青年人来说
,

服装消费占总

消费的比重更大
。

目前除少数款式 比较陈旧的制服在国营商店出售之外
,

其它新潮服装

都在 自由市场出售
,

价格由市场调节
。

由于服装品种繁杂
,

新款式层出不穷
,

价格各异
,

选择性很 狡
,

难以简
一

单比较
。

近年来
,

拉萨青年的审美意识有了巨大的变化
.

服装选择中

越来越强调个性表现
,

形成藏族青年特有的服装偏好
:

显示青春气息和强烈生命力
,

同

时保持藏族文化中质朴
、

坚韧和适应能力
。

通常青年人喜爱皮茄克
、

粗厚的牛仔装
、

粗线

毛衣和各种水洗布服装
,

这种偏好使这一类服装价格成为市场价格的主要 因素
。

1 :〕8 8

年后
,

服装价格一直呈稳步增长的局面
,

19 8 9 年和 19 90 年涨幅分别为 l洲
·

l %和 l 功
·

6%
,

没有出现其它商品涨幅下落的趋势
。

2
.

不同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

物价的调整
,

不仅表现为某种商品价格自身的涨落
,

而且关系到不同商品之间的比

价
。

从经济意义 卜讲
.

物价之间的比价更为重要
,

这种比价也就是所谓物价的结构
。

1 9 8 8

年以前
,

在价格体制转换过程中
,

商品价格的变动程度之间差别很大
。

以酥油
、

牛肉与其

他商品之 比为例
,

当其它 i 用品纷纷涨价时
,

居民仍能从政府供应渠道中买到平价酥

油
,

牌价为 卜 5 元 /斤
.

到 1 9 8 5 年
,

价格全部放开
,

到 19 8 8 年涨到 8
.

00 元 /斤
。

如果以原

来国家牌价为基础价格
,

那么从 1 9 8 5 年到 1 9 8 8 年价格上涨 5 倍多
。

同样
,

牛肉价格上

涨幅度更大
,

从 0
.

47 元 /斤涨到 4
.

50 元 /斤
,

等于涨到原来牌价的 9 倍
,

即使以 198 5 年

市场价格 (不是 国家牌 价 )计算
,

酥油从 5
.

60 元 /斤涨到 8
.

00 元 /斤
,

牛肉由 2
.

8 元 /斤

涨到 4
.

5 元 /斤
,

分别上涨 43 %和 60 %
。

而 与此同时
,

其它一些商品价格则保持另 一种

变化形式
,

即持续地按照大致相同的 比率上涨
。

比如烟
、

酒
、

茶
、

服装和日用品等
,

没有出

现突然 仁涨几倍的现象
。

由于价格上涨方式不同
.

曲线不一
,

在某一特定阶段
,

商品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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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价相差很大
,

价格结构难以稳定下来
。

1 9 8 8 年以后
,

情况有了一定变化
,

主要商品价

格变化曲线趋于一致
,

除个别价格受到行政干预之外
,

多数商品呈现类似的趋势
。

在消

费品价格指数中
,

食品类
、

服装类
、

日用品类的价格曲线趋势相 同
,

这种一致性或一致趋

势
,

表明在一定程度上理顺了价格
,

货币比较真实地反映 了商品在市场交换中的真实意

义
,

反映了市场供货能力和该商品在消费者消费结构 中所处的位置
。

在比较大的程度上

实现了
“

价格反映价值
” 。

3
.

商品价格的波动

有些商品价格除了随年份不同而变化之外
,

还随季节不同而呈现出周期性波动
。

完

全靠市场调节价格的商品
,

如果其生产和供给本身随季节不同而变化
,

那么其价格也就

随季节消长
。

这类商品以蔬菜
、

干鲜果品等农牧产品为主
。

以拉萨市民经常食用的土豆
、

白菜
、

西红柿为例
,

根据 20 天一次的报表
,

19 91 年 7 月 5 日到 10 月 2 5 日价格变化状况

如下
:
(单位

:

元 )

时间 白菜 土豆 西红 柿

7 月 5 日 0
.

6 0 3
.

0 0 2
.

0 0

7 月 2 5 日 0
,

4 0 4
.

0 0 1
.

2 0

8 月 1 5 日 0
.

3 0 3
.

0 0 1
.

2 0

9 月 5 日 0
.

4 0 1
.

8 0 1
.

0 0

9 月 2 5 日 0
.

4 0 1
.

8 0 0
.

8 0

1 0 月 1 5 日 0
.

5 0 3
.

0 0 1
.

0 0

1 0 月 2 5 日 0
.

6 0 3
.

0 0 1
.

0 0

其中以土豆价格波动最为明显
。

在别的年份
,

这类商品呈现大体相 同的波动曲线
,

所不同的是价格的绝对值不尽相同
。

另一类明显随季节改变价格的商品是四季时装
。

每

到季节变换时
,

总要有一批即将过时的服装削价出售
。

这部分营业活动难以记入物价局

的报表之中
,

但这类商业活动不仅有规律可循
,

而且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消费者的购物

取向
。

4
.

物价与市民的收人

物价并不是孤立的现象
。

只有把物价与消费的收入
、

支出结合起来考虑
,

才能发现

其真实意义
。

根据 1 00 户抽样调查的结果
,

19 8 8 年到 1 9 9 0 年
.

城市居民家庭现金收入呈逐年增

长趋势
。

为了便于综合比较
,

我们把各种收入合计
,

再平均到每一个人头上
,

那么 1 9 8 8

年每月人均实际收人为 1 2 9
.

6 9 元
,

19 8 9 年为 14 3
.

1 9 元
,

l , 9 0年为 2 5 9
.

5 4元
,

以上年

为基期的指数为 1 08 %
,

1 10 %
,

1 1 0
.

7%
。

用该指数序列与物价指数序列进行 比较可以

看出
,

在 1 9 8 9 年之前
,

职工收入增长低于物价增长
,

但在 1 9 8 9 年之后则高于物价增长
。

需要指出的是
,

在计算这些收入指数时
,

由于技术原因
,

有
一

时无法计算集体所 万制

和个体经营者高收入的情况
,

这种限制一方面使收入总数上 出现一定偏差
,

但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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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避免了由于少数高收入者的加权作用而造成其群体收入偏高的假象
。

所以这部分材

料作为一种保守的估算还是可信的
。

职工收入高于物价增长速度
,

无疑是近年来拉萨物价领域的一项重要发展
。

统计数

字只能显示出这一发展的一部分
。

因为在拉萨的大量流动人 口以及高收入个体劳动者

尚未计算在内
,

而这些人的收入常常高出平均水平几倍到十几倍
。

据有关资料显示
,

某

个体户平均月消费 2 4 0 0 元
,

个人每天开销不低于 50 元
,

他的有些朋友消费水平比他还

要高得多
。

在这种相对高收入阶层的强力推动之下
,

拉萨市场物价仍能保持低于市民平

均收入增长速度
,

这是一个值得各方面关注的现象
。

二
. 、

影响拉萨物价的诸 因素

从 19 8 8 年到 1 99 1 年
,

拉萨市区物价结束了前几年迅猛增长的势头
,

逐渐趋于平稳

增长
,

个别商品还出现降价趋势
,

这种现象是几种因素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
。

1
、

促使物价增长的因素

总的供求关系仍然没变
,

短期 内也不可能改变
。

目前西藏地区总体生产力不发达
,

商品 自产能力低
,

大部分商品还是要靠外地 调

入
。

根据计经委的统计资料显示
,

本区每年 80 %的生活资料和 90 %的生产资料靠内地

调入
。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

社会需求量增加
,

内地调入物资逐年增加
。 “

五五
”

期间 (第

五个五年计划期间 )年平均 21
.

3 万吨
, “

六五
”

期间 22
.

1 万吨
, “
七五

”

前四年为 2 5
.

2 万

吨
,

1 9 8 9年
、

1 9 9 0 年实际高于 33 万吨
。

这些物资是经过漫长的旅程转运而来的
。

拉萨

位于青藏高原内部
,

远离内地
,

至今没有通铁路
,

公路运输线要经过高山峻岭或高寒地

带
。

拉萨至成都的
“

川藏线
”
全长 2 4 1 6 公里

,

翻山越岭
,

常常 因雨雪而无法通行
,

拉萨到

格尔木的
“

青藏线
”

全长 1 1 6 0 公里
,

要翻越唐古拉山
。

这种 自然条件造成进藏物资运输

难度大
、

风险高
、

费用高
,

除正常运费外
,

商品在运输过程中的损耗
、

破损
、

以及众多的中

间转运环节的管理费用
,

都要与运费一起打入商品的最后价格之中
。

事实上
,

拉萨商品

价格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来 自运输费用
。

同时
,

对于如此繁重的公路运输任务
,

目前西藏各运输部门的总体运力显得不足
。

在过去
,

西藏也曾出现过运力过剩的现象
,

但自 1 9 8 6 年以后
,

由于运输在商品流通中意

义重大
,

并无法用其它方式替代
,

存在一种需求刚性
,

所以运输困难加上运力不足
,

必然

导致运输部门无限提价的动机
。

而另一方面
,

自治区有关部门为了保护本区运输部门的

利益
,

采取了某些保护措施
,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削弱了竞争机制对运费的平

抑作用
。

总之
,

运输方面的制约因素
,

造成了拉萨物资供应大部分价格偏高
。

而随着 市

内消费水平迅速提高
,

商品供不应求的状况还会加剧
,

价格上涨的动力越来越强
。

物资严重依赖外部调入
,

还会造成一些特殊的经营现象
。

由于产地 与市场相距遥

远
,

供需信息反馈环节多
、

速度慢
,

组织资源又要受到内地种种因素限制
。

一般来说
,

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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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市内在消费趋势上与许多发达地区基本保持同步
,

大量的新 闻媒介和人员往来把内

地发达地 区的消费偏好即时带到拉萨
,

并引导了拉萨居 民的消费偏好
,

但商业部门和物

资运输部 门碍于众多的环节
,

不可能马上发现这些趋势并很快组织到必要的商品
一

调入

和投放市场 (更不用说难以避免的市场预测错误 )
,

这种状况加剧了供需之间的矛盾
,

造

成了局部物资短缺和运力浪费
,

助长了涨价动机
,

特别是鼓动一些人短期内哄抬物价
、

牟取暴利
。

从资金周转方面来看
,

由于产地与消费地之间的距离远
,

运转环节多
,

运输时间长
,

使得拉萨商业部门的资金周转周期明显长于内地同类部门
。

根据有关部门资料
,

拉萨商

业资金年周转率不超过两次
,

一般只有 一次强
,

而全国平均为两到 三次
.

这就 自然造成

商业资金应付利息增加
,

增加部分也要作为成本分摊到商品价格 上
。

物资依靠调入的另一个结果是
,

千里之外产地的价格变化会敏感地反映到拉萨市

区市场上来
。

近年来内地物资价格也随着整个经济形势的变化而迅速变化
.

这些变化
.

尤其是涨价
,

会经
“

放大
”
后反应到拉萨市场

,

引起物价连锁反应
,

而这种 山产地决定的

物价变化
,

在销售市场上不仅难以控制
,

而且难以预测
。

从这个意义上
,

拉萨市场只能被

动地接受产地价格的各种影响
,

这就给物价调控部门的
_

二作带来相当大的困难
。

促使物价上涨的另一个更具普遍意义的因素是职 L 工资土升和个体户以 及牡他高

收入阶层的形成
。

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开放
,

许多 人从事大宗商业活动
,

收夕
、

甚
一

丰 ; 还有些

在职人员身兼数职
,

收入较高
.

有些外来
一

商人久居拉萨
,

这些社会成员以其远远超出晋

通人的消费水平不断刺激市场价格
。

不过这种现象不是拉萨市特有的现象
,

而是全国各

大城 市普遍存在的一般现象
,

本文没有展开 讨论
`

总之
,

从产
、

供
、

销几个环节来看
,

短缺型市场造成拉萨物价管理存在着先天不址的

困难
。

总体上的供不应求以及商品品种
、

样式的局部稀缺
一

与过剩
.

使得护萨市场一直属

于卖方市场
。

在这种情势下
,

对于零售商来说
,

提高利润最方便可行的捷径就 是直接提

高物价
。

零售商保持着主动提高物价的基本动机
,

因此物价 上涨的基木趋势 只能扼制
,

不能消除
。

2
、

促使价格波动的诸因素

除了决定价格 长期涨落趋势的因素之外
,

还存在着 诸多影响某时
、

某地
、

某种特定

商品或服务价格的微观因素
,

造成商品价格周期性地波动
。

供给影响的价格差
:

农牧业生产季节变化影响许多农牧产品的季节价格差
。

拉萨市

场的农牧业产品部分产 自附近地区
,

部分来 自外地甚至内地
,

这两部分产品在生产 中郑

要受季节影响
,

导致供给变化
,

这种变化来 自供给本身
,

而不在干需求方面
。

农牧产品
,

尤其是蔬菜和肉类
,

价格 已完全放开
,

由个体商贩经营
.

其需求是趋于 稳定和刚性的
.

供给方面的成本和稀缺程度必然影响市场价格
。

一般 的规律是夏秋供给充分
.

价格
一

「

降
,

冬春稀少
,

价格上升
,

但具体而言
,

不同的蔬菜 由于生长时间不同
,

呈现各 自不同的

周期
。

需求影响的价格差
:

某些商品的销费本身受季节影响
。

季节性 比较强的销售量随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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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不同而呈现周期性变化
。

各种羽绒服
、

皮衣皮裤
、

皮靴等多在秋季形成销售旺季
,

而春

季人们多购买 T 恤衫
、

裙子等
,

现在服装 (尤其是时装 )价格 已完全放开
,

由个体商贩经

营
。

由于每个商贩不可能完全准确预测市场行情
,

总会出现过季积压现象
。

为了保持资

金周转
,

换季时有些商贩大批甩卖即将过时的商品
,

同时高价出售适时服装
,

造成价格

比平时偏高或偏低
,

形成价格随季节波动
。

运输影响的价格差
:

交通运输是影响物资价格波动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因
,

由于拉

萨市场许多商品靠外地调入
,

而长途公路运输受季节影响很大
,

所以所有外地运入物资

的供给都要受其影响
。

从北部进藏的青藏线是 目前进藏物资的主要干线
;
该线在冬季气

候条件不佳
,

车辆行驶 困难和危险都很大
,

成本较高
,

所以许 多运输单位在冬季不跑这

条线
,

只在春
、

夏
、

秋季运货
。

东部的川藏线夏季常常因降雨塌陷或滑坡
,

无法通行
,

这种

运输方面的周期性变化也影响了价格变化
。

流动人口对价格的影响
:

拉萨被戏称为
“
最小的大城市

,

最大的小城市
” 。 一

与国内其

它省会或 自治区首府相 比
,

拉萨固定居民人数是最少的
,

市区约 13 万 ; 另一方面
,

作为

西藏地方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
、

宗教中心
,

以及举世闻名的旅游热点
,

拉萨在各方面的影

响一直很大
,

其表现之一就是大量的流动人 口
。

由于本地固定居民人数不多
,

使得流动

人口 比例显得更高
,

目前
,

流动人 口大约有以下几类
,

他们的流动表现出一定的周期性
,

对物价产生周期性影响
。

A
、

旅游观光客
。

每年春
、

夏
、

秋季
,

大量国内外游客涌入拉萨
,

使拉萨物资在总量上

趋于紧张
,

同时旅游部门收入也明显增加
,

带动其它领域的繁荣
,

市场
_

L货币流通量增

加
,

物价自然上涨
。

B
、

内地和境外来西藏经商人员
。

每年有大批内地个体商人来西藏经商
,

还有些尼

泊尔
、

印度商人来拉萨做生意
,

这部分人在促进市场繁荣的同时
,

有时也有哄抬物价的

作用
。

内地商人大多在冬季回内地
,

外国商人也多在节 日期间回国
,

这种活动周期造成

物价周期波动
。

C
、

内地来藏从事体力劳动的民工
、

手工业者和小贩
。

这些人个人在当地消费不高
,

许多人尽可能把钱寄回老家
。

但由于人数众多
,

对于市场供应构成压力
,

尤其影响到粮

食
、

蔬菜等基本生活用品的总量供应
。

这批人大多春天进藏
,

冬天回内地
。

D
、

内地来藏开会
、

出差的机关工作人员
。

.

近年来
,

越来越多的会议在拉萨 召开
,

特

别是有关西南五省区工作或关于 民族工作方面的会议
,

多趋于把会址选在拉萨
.

时间选

在夏季
。

这些会议要在大型宾馆或饭店举行
,

多数会议要附带有各种招待活动和参观
,

其影响机制与旅游相似
。

会议促进了市场的繁荣
,

也间接抬高了物价
。

E
、

朝佛者
。

每年有大批藏族
、

蒙族或其他民族的朝佛者从各地 (包括青海
、

四川
、

内

蒙
、

内地 )乘车或长途跋涉来藏朝佛
。

这些人中有的腰缠万贯
,

准备施舍给寺庙
;
也有些

身无分文
,

仅靠一路化缘为生
,

这两类人 日常消费水平都不高
,

没有直接抬高物价的作

用
,

但是从纯经济学意义上看
,

这些人只消费
,

不生产
,

对 市场供应构成压力
,

造成物资

短缺
,

也间接地助长了物价上涨的势头
。

朝佛者中除了步行不分季节之外
,

春
、

夏
、

秋三

季乘坐交通工具来拉萨的较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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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 人 口对拉萨物价产生了复杂影响
,

但概言之
,

这种人员周期性流动提高 了春

末
、

夏
、

秋各季的物价总水平
,

特别是春夏之交青黄不接时
,

人员大量流入
,

导致物价上

涨 ; 入冬后流动 j
、
员纷纷离去

,

物价开始下降或持平
。

3
、

抑制物价上涨因素

如前所述
,

从大趋势来看
,

拉萨市区物价的波动和上涨是不容易完全避免的
,

但这

并不意味着物价会毫无控制地 飞涨下去
。

事实上
,

1 9 8 9 年后
,

拉萨物价上涨势头明显减

弱
,

这种现象反映出某些抑制物价上涨的因素在起作用
。

①国家统一价格和指导价格对整个物价的走势仍然有着重大影响
。

国家统一控制

价格的商品都是直接关系到群众 日常生活的重要 产品
,

如粮食
、

茶
、

盐
、

医药
、

交通运价

等
,

这部分商品为其它 商品的价格提供 了一种参照数
,

这种可参照数存在于公众心 中
,

对其它物价有相 当大的影响
。

其它商品在提价时不得不考虑这些基本商品的价格
,

不能

偏离太远
,

否则会给公众造成一种强烈的
“

高价
”

感觉
,

引起公众的不满和抵制
。

国家指

导价格事实上规定了价格上限
,

又给予经营者一定的自由
,

缓解了零售者无限提高价格

的心理动机
,

对价格有明显的平抑作用
。

只要严格控制国家统一价格和指导价格商品
,

就能从宏观上控制物价涨势
。

②财政
、

银行系统可以通过宏观控制
,

有意 识地控制货币发行
,

压缩社会集团购买

力
,

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缓和市场内部的供需矛盾
,

为平抑物价创造条件
。

但这种靠行政

手段改变市场形势的做法
,

类似于一种救急绷带式的方法
,

往往 以损失市场繁荣为代

价
,

也不利于培育真正的商品生产市场机制
,

所以各部门倾向于尽量少地使用这种方

式
。

吞 市场机制作用的萌芽
。

目前
,

拉萨市全部放开价格的商品在数量上已占大多数
。

山于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中某些深层次的原因
,

这部分
“

放开
”

的经济领域还不是发育完

善的纯市场经济
;
但 已经明显表现出市场经济的一些规律和属性

。

在拉萨市场宏观上供

不应求的大背景下
,

有时也会出现某一特定行业的局部饱和
、

过剩和局部竞争
。

这一点

尤其表现在一些所谓的服务业领域
。

比如前几年拉萨理发行业呈现繁荣局面
,

大批 内地

人和本地人争相开办发廊
,

导致理发
、

美发业趋 于饱和
,

价格也趋于稳定
。

某些低档饮

食业也有类似情况
。

但必须指出
,

这种市场机制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

由于公众对各种

商品和服务的质量要求不高
,

对同行 业中价格差别并不敏感
,

缺少明显的选择性
,

所以

难以形成同行业之间的价格竞争
。

价格平抑首先不是靠价格竞争
.

而是靠局部 饱和和过

剩而引起的
,

这种被动状态尚不足以在较大范围内自动平抑价格
。

④某些季节性商品的价格波动本身也成为平抑物价的因素
。

前文所述四季时装在

换季时往往出现大削价
,

有利于平抑同行业物价
;
新鲜蔬菜

、

水果上市后不易保存
,

零售

者急于在短时间内把它们推销出去
,

这种心态也能起到平抑物价作 用
。

但这些因素的作

用也是有限的
。

零售商总是设法通过种种变相提价的方式把降价造成的损失弥补 回来
。

从理论土讲
,

平抑物价最根本的方法和 因素是发展生产
,

增加有效供给
,

这种观

点在实践中也曾付诸实施
。

从 19 8 9 年到 1 9 91 年
,

西藏 自治区政府一直注意抓紧本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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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生产
,

即所谓
“

菜园子
”

工程
。

这一工程对平抑市区蔬菜价格发挥 了作用
。

在蔬

菜生产旺季
,

拉萨蔬菜达到了依靠本市郊区自给
,

据统计
,

1 9 8 9 年上市蔬菜 2 0 0 0 多万

公斤
,

价格趋于稳定
。

此外
,

政府还安排资金
、

人力从甘肃
、

青海
、

内蒙
、

新疆
、

北

京和上海采购酥油
,

投放市场
,

缓和了酥油价格
。

然 而
,

用这种人为发展生产或增加

供给的方式平抑物价
,

往往耗资巨大
,

见效缓慢
,

远水不解近渴
,

而且政府出面组织

货源
,

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商品经济的自我调节规律
,

所以事实上在平抑物价的诸因素

中
,

国家统一价格和指导价格才是有直接决定意义的因素
。

而这部分价格的管理主要

由物价部门执行
。

因此在实际意义上
,

物价管理部门对平抑物价始终发挥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
。

1 9 8 9年之后所以出现了物价涨幅大幅度下降的趋势
,

最主要最直接的原 因是

当时全国性的治理整顿工作
。 .

在拉萨
,

治理整顿主要 由区
、

市和城关区物价部门联合

实施
。

从 1 9 8 9 年起
,

物价部门开始实行
“
物价控制目标责任制

” ,

把物价控制 目标

(物价指数 ) 纵向分解
,

分别下达给市和城关区
。

基 层工作人员对各级零售批发进行监

督核实
,

物价部门在农贸市场设立物价管理监督站
,

聘请专门人员
,

常年监督
,

十天

一次报表
。

在必要时采取限价政策
。

除了 日常物价检查工作之外
,

物价部门还要按照

上级指示进行
“

物价大检查
” ,

处理一些价格违法行为
。

目前物价部门一直存在着力量单薄
、

人手不足等问题
。

这类问题的症结
,

并不在于

人员编制上的不足
,

而在于现行体制下物价部门的职能本身
。

由干 以前平抑物价主要不

是依靠市场机制
,

而是依靠物价部门的行政限制
,

所 以物价部门的实际工作就是监督每

一个零 售商的 日常行为
,

所以工作对象是如此之大
、

之多
,

远远地超 出了一般 同级政府

职能部门的工作规模
。

现在西藏 自治区管理个体户的专职工商人员还不足 1 00 人
.

而面

讨的却是 5 万多人的个体户大军
。

工商人员只能忙于办执照
、

收费
、

罚款
.

无暇顾及其它

事务
。

同时
,

在物价工作中
,

个别工作人员也出现了一些违法乱纪现象
.

如越权定价
,

扩

大调价范围等
。

这类违纪现象的发生
,

一方面由于工作人员自身觉悟不高
,

有关部门奖

惩管理不严
,

另一方面
,

也确实存在某些体制原因
。

目前物价管理 中单纯自
_

仁而下限制

物价的方式
,

与零售批 发商的利益直接冲突
,

商人们当然要想尽各种办法
,

钻各种空子

躲过监督
; 而基层物价人员手 中的职权与经济利益联系十分紧密

.

这种状况构成了十分

强烈的违法诱因
,

仅靠正面的思想教育或反面的处罚很难保证工商人 员人人严于律 己
。

三
、

关于拉萨物价的几个特殊问题

拉萨地区属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

拉萨市人 口中
,

藏族人 口约占 85 %
。

藏族是一个

拥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
,

藏族人民中保存了大量根深蒂 固的风俗习惯
。

笔者在调查中

体会到
,

这些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
、

宗教
、

风俗
,

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藏族人 口的商品观念

和消费行为
,

进而影响到这里的物价规律
。

研究拉萨地区的物价问题
,

不能不考虑到占

当地人 「J 绝大多数的藏族人 口的消费心理
。

1
、

由于藏族有某些特殊消费习惯
,

形成了特殊 的内部封闭的消费市场
。

如宗教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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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
、

法器 )
、

藏式食品 (青棵酒
、

甜茶
、

酥油
、

糟把
、

乳制 品 )
、

民族手工艺品
、

藏式服装
、

藏

式家具等
.

这些用品就地生产
,

仅限于藏族人使用
,

有些仅用于朝佛或各类宗教仪式
,

其

中有些交换活动表现为一种施舍和供奉
,

与其它商品难以形成 比价
,

因此汉族人
,

特别

是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内地进藏个体户
,

对这类产品不闻不问
,

其价格难以统 一到拉萨整

个消费市场中来
。

由于其中许多物品纯属 自制
,

成本难以估算
,

所以价格浮动余地极大
,

超出了一般的价格浮动规律
。

2
、

某些商品交易不通过公开的销售市场而是在类似
“
黑市

”
土进行

。

在历史上
,

回

族和藏族商人有沟通 内地和南亚物资交流的传统
,

现在
,

回
、

藏商人 中仍然有许多人在

拉萨从事大宗买卖
,

其中包括古旧 日常用品和药材等贵重物品
。

这类商品交换的价格也

不能直接地受到公开商品市场物价的影响
,

而是在 自成体系的
“

内部
”
渠道中进行

。

这类
“

黑市
”

交易对市民收入有直接影响
,

会诱发由消费牵动的物价上涨
。

3
、

藏族文化孕育出普通群众特有的生活方式
、

商品观念和文化心理
,

对市场活动有

着重要影响
。

藏族群众生活随机性强
,

消费方面不注重计划性
,

许多人不愿讨价还价
,

特

别是在某些特定场合
,

如宗教活动或节 日中
,

人们把商品交换理解为布施和恩赐的思想

根深蒂固
,

在这种
“

非经济人
”
的文化背景之下难以迅速建立完善的 市场机制

。

但是 由于

大环境的原因
.

西藏市场某些领域商品价格 已完全放开
,

属 于
“

准市场刑怪济
” .

这就造

成商业领域的 i午多空档
,

为某些 人投机取巧
、

牟取暴利创造 了lt)
.

全
。

4
、

藏族社区还有一 种特殊的消费机制
,

就是群众对寺庙的布施
。

这种布施对 于市

民和朝圣者来说也属于一类消费
,

但这种消费完全不受商品市场的控制
;
同时

,

这 部

分价值进 入寺庙后
.

一部分直接消耗掉
.

如酥油灯 用酥 油
,

另
一

部分则转化为僧人的
`

收入
” .

又投人 }TJ 场流通 山 犷众多朝佛者的施舍 ( 有些是 巨额泊了施
) ;

寺琳{招}向 }
`

大

财力
,

对商品市场具有巨大现实的或潜在的影响
,

但这部分经济运行机制难以从经济

学角度来把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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