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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价格指数的主要作用被认为是一种工具，用来消除经济总量中货币因素的影响，以得到更有意义的

实际总量。但是，价格指数无论在经济理论还是实际应用中都存在一些问题，而且，即使这些问题能够解

决，要得到有意义的实际总量仍然存在困难，因为异质的商品和劳务是无法进行加总的。除了货币以外，

工资单位是另外一种解决加总问题的方法。但由此得到的经济总量并非实物的加总，而是体现了货币经济

体制下的价值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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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经济理论都以如何促进社会财富或收入总量的增长作为研究的最终目的，为

了能够对增长进行准确的衡量，必须先明确财富或收入总量的概念。由于生产的产品和服务

的多样性，使用的物质单位也各不相同，这些不同的单位无法进行直接的加总，因此，必须

使用同一单位对这些异质的产品和服务进行衡量和加总。在现代货币经济条件下，我们采用

货币这一价值形式将各种异质品加总成一个总量，进而可以衡量财富或收入的增长速度。但

是，由于总量采用了货币来计量，那么总量的增长既可能是由于实际的产出增加，也可能是

由于流通中的货币量增加，由此引起商品价格的普遍上涨，而我们传统上认为只有实物1的

增加才能促进人们的福利，仅仅由于货币因素的影响，造成价格水平变化从而引起的货币计

量的总量的增加不能够代表福利的增加。因此，在衡量经济增长时，必须从价值总量中剔除

价格因素的影响，而所使用的工具就是价格指数。 

但是，人们很早就对价格指数能否胜任这一任务产生了疑问，凯恩斯等很多货币学家都

对价格指数的作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但货币经济与实物经济相分离的“两分法”思想根深

蒂固，而价格指数是将其分离的唯一方法，因此，对价格指数作用的质疑在现代经济学中几

乎已经消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有关价格指数的问题已经解决。 

 

二、有关价格指数的理论问题与实际问题 

价格指数的理论问题并非单纯的就统计学的意义而言，而是将统计学与经济理论联系起

来，从而说明用价格指数表示一般价格水平存在的困难。价格指数的实际问题主要是指指数

编制中由于新商品的出现和商品结构的变化而给价格指数带来的影响。 

1．价格指数的理论问题 

价格指数编制的统计学原理，简单的讲，是以部分样本来描述总体的特征，这要求所选

取的样本必须服从相同的概率分布，并且相互独立；这个总体的均值就是所谓的一般价格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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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这可以用简单的数学形式来表述： 

pi ～ f(p)           i=1,2…                                  (1) 

pi代表个体商品价格水平的变化，f(p)代表某种形式的概率分布函数。以 P 代表该概率

分布的期望值，则 P 正是一般价格水平。 

    P=E(pi)              i=1,2…                                  (2) 

根据大数定理，如果不同商品的价格水平变化服从相同的概率分布，则随着样本数量的

增加，样本的均值可以以一定的概率无限的逼近总体的均值。因为 

E(1/N∑pi)=1/N∑E (pi)=1/N∑P=P 

如果不同商品的价格水平变化还满足独立性的假设，那么很容易证明，无论采用简单的

算术平均法还是各种形式的综合平均法，只要样本足够大，价格指数就可以准确的计算出一

般价格水平的波动。但是，如果不同的商品价格变化服从不同的概率分布，我们没有理由认

为这些概率分布的期望值都是相等的，这时样本的均值趋近的只是这些期望值的加权平均

值，这显然不是我们所谓的一般价格水平的概念。用数学形式表达，即 

pi ～ fi(pi)           i=1,2…                                  (3) 

    Pi=E(pi)               i=1,2…                                 (4) 

E(1/N∑pi)=1/N∑E (pi)=1/N∑Pi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如果货币数量论的结论是成立的，那么价格指数的假设条件就可

以得到满足。因为货币数量论意味着当经济中的货币存量发生变化时，个体商品价格的变动

趋势是相同的。虽然个别商品价格变动的实际结果可能有所不同，甚至方向相反，但如果可

以多次重复，那么所有商品的变动方向和变动程度都是相同的。而严格的货币数量论隐含着

货币中性和货币供给外生的假设，但是，这两个命题是否成立，在经济理论中还没有定论。 

货币中性的假设说明当货币存量发生变化时，各种商品会向相同的方向变化，从而不会

对实际经济造成任何影响。但是，根据帕廷金的证明，以货币数量论表示的货币中性与实物

的瓦尔拉一般均衡体系是不相容的，2货币数量论、瓦尔拉定理和齐一性假设的在瓦尔拉一

般均衡模型中存在内在的不一致性。3如果所有商品的货币价格增加一倍，由于齐一性的假

设，对商品的过度需求保持不变，但对名义货币余额的过度需求增加一倍。但是，根据货币

数量论，绝对价格水平的变化不会影响货币供给，这样在货币市场上就出现了过度需求。在

其他商品市场保持均衡的同时，只有货币市场不均衡，这违反了瓦尔拉定理。如果货币是非

中性的，这意味着在货币存量变动时，各种商品价格变化不相同，从而根据统计学原理，不

能以少数商品作为样本测量全部商品价格水平的变化，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所谓的一般

价格水平本身就是不存在的。 

如果货币供给是内生的，个体商品的价格没有理由同时同向以相同的幅度变动，因为内

生的货币供给意味着必然是一部分商品的价格因为任何原因首先发生了变化，然后波及到其

他商品和部门，从而引起货币存量的变化。因此，在内生的货币供给条件下，一般价格水平

本身也是不存在的。 

根据凯恩斯的观点，一种商品的价格变动必然会对其他商品的价格产生影响，因此各种

商品的价格不是相互独立的，也就不满足统计学中的个体商品价格相互独立的要求。因此，

“射靶心不准的子弹”的物价指数的概念和“一般物价客观平均变化”的说法都是“思想混

乱的结果”，靶心是不存在的，“也没有什么运动不定然而又是唯一无二可以称为一般物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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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或一般物价客观平均变化。”4 

从统计学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来看，价格指数的问题在于它所要表示的一般价格水平的

概念是错误的，在理论上不存在有意义的一般价格水平的概念，因此，用一般价格水平来剔

除名义变量中的货币因素的影响，从而得到实际变量，也就成了一个错误的概念。 

2．价格指数的实际问题 

新商品的出现是指数理论研究中遇到的一个难题。它是指随着技术进步或消费者需求偏

好的改变，或者其他任何原因，报告期出现了基期不存在的商品。严格说来，同类商品质量

的改进等也应属于这类问题。与此相对应，基期存在的商品还有可能在报告期由于各种原因

退出市场，这可以看作新商品出现的一个特例。新商品的出现使基期和报告期的商品种类不

一致，从而个体商品价格的数量发生改变。由于被比较的对象发生了变化，从理论上来讲，

价格水平的变化是无法统计的。 

由于新商品在基期的价格无法观察，只能是一个影子价格，而这个影子价格应当使得消

费者在基期对该类新商品的需求为零。如果能够掌握消费者的无差异曲线，理论上运用经济

计量学的方法可以计算这一影子价格。“但大多数指数实际工作者们将发现使用经济计量学

是不方便的。在实践中，大多数官方统计忽视新商品的存在。”5但是，毫无疑问，在现代市

场经济中，每年都要引进数以百万计的新商品，商品的质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这肯定会对

统计的价格指数的准确性产生重要的影响。 

新商品的出现可以看作商品结构变化的一个特例。商品结构的变化有两方面的原因，一

是供给方面，如技术进步带来的产品真实成本的改变，这也包括由于扩展新的市场带来的规

模效应降低了生产的成本；一是需求方面，消费者收入的提高或者偏好的改变都可能影响商

品的支出结构，甚至购买力分布的改变，即收入分配的改变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 

商品结构的变化使得不同的商品在支出中的比例发生改变，其对经济的影响也会相应发

生改变。最典型的例子是恩格尔系数的变化，随着收入的提高，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食物

在人们消费支出中的比例不断减少，粮食价格水平对价格水平的影响力也相应下降。在不同

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如果商品结构差异很大，由于比较的基础不同，价格指数无法

准确的衡量价格水平的变动。 

人们用综合权数来处理这一问题，即权数既不固定在基期也不固定在报告期，而是取两

者之间的一个数值作为用来表示商品重要性的权数。但这只是人们处理数据的一种权宜之

计，并不存在任何的逻辑基础。在极端的例子中，如果两个比较的时期或地区，可观测的商

品完全不同，也就无法得到任何的权数，价格指数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这启示我们，在相

距较远的两个时期用价格指数来研究价格水平，可能缺乏实际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采集样本的成本，任何的指数编制都只能采用少量的商品，即所

谓的一揽子商品或商品代表集团来代表所有的商品，这会影响价格指数的准确性，但是，却

不能从理论构成对价格指数的批评，道理很简单，只要无限的扩大样本，价格指数的准确性

就能提高。但是，即使样本足够大，仍然无法解决新商品的出现和商品结构的变化额外问题。 

在实际的统计工作中，人们对价格指数的作用的认识似乎没有大的变化。我国从 2001
年编制新的价格指数，国家统计局有关人士称，新的价格指数可以成为“剔除经济总量中价

格因素的基础工具”。6我国每年编制的最权威的统计数据《中国统计年鉴》，不仅要给出按

当年价格计算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同时要给出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指数。
7美国经济统计署从 1929年以来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也同样是按照 1996年为基期的

不变价格计算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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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总问题 

即使能找到一种“理想指数”,可以准确的衡量出一般价格水平的波动，仍然无法得到一

个实际的总量，因为存在加总问题。加总问题的实质是采用某种方法，由物质单位不同的商

品得到一个总量。无论古典经济学还是新古典经济学，都需要对加总问题提出自己的解释。

在古典经济学中，不同生产部门要得到相同的利润率，即一般利润率。在单一产品模型中不

存在加总问题，如李嘉图的“谷物模型”，在这一模型中，资本、工资、收入和利润均为谷

物，因此，利润率很容易计算。但是，当模型扩展到两个部门，为了比较不同部门的利润率，

就会出现加总问题。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用资本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进行生产，就存在资本

的加总问题，琼·罗宾逊 1954 年发表的论文《生产函数和资本理论》，指出新古典的资本概

念不能用于柯布-道格拉斯宏观生产函数，因为该函数中所使用的资本总量只是一种货币计

量的方法。在实际的生活中，人们需要一个经济总量来比较不同时期或不同地区经济的变化，

但是这个经济总量不可能是一个由不同的商品和服务构成的总量，“社会所生产的物品和劳

务是一个不同质的复合体，而严格说来，除了某些例外的情况，例如，所有产品都以同一比

例增加时，这个复合体是不能加以衡量的。”9即使如凯恩斯所言，所有产品以同一比例增加，

我们知道的也仅仅是总量的增长而并非总量本身。但是，如果所有商品都按同比例增长，那

么总量的统计也就失去了意义。另外，为了计算出产品的净增加值，我们必须引入折旧的概

念，实物在外表形式上不会发生有规律的变化，因此，当使用折旧这一概念时，我们使用的

肯定是价值概念而不会是实际产量或实际收入的概念。 

除了货币价值以外，工资单位是另一种解决加总问题的方法。凯恩斯认为只有这两种

基本的数量单位可以用来衡量经济的总量。10货币价值的单位是完全相同的，因而可以加总

出一个同质的总量。就业量由于不同行业的劳动者的专业技能有着巨大的差异，因而是一个

异质的概念。同样的一小时单位的劳动，制造汽车的劳动和制造飞机的劳动之间的差别丝毫

不比一吨铜和一吨铁之间的差别小，虽然它们数量单位都是相同的。但是，凯恩斯认为可以

人为地使劳动的单位完全相同。假定不同级别和种类的劳动者的报酬结构具有相对的稳定

性，如果将一小时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作为计量的单位，特殊劳动者的劳动根据其报酬换算劳

动时间，即两倍于普通劳动者报酬的劳动时间视为普通劳动时间的两倍。由此就业量就成为

一个同质的总量。衡量就业量的单位称为劳动单位，每一劳动单位所得到的工资称为工资单

位。虽然这里的劳动单位之间的差异被人为地消除了，但是，我们不难推论出这里所讲的劳

动实际上是经过社会的交换体系，为社会所承认和经过价值衡量的劳动，而并非实际经济意

义上的劳动，即马克思所谓的抽象劳动，而不是具体劳动。从而凯恩斯所使用的利用劳动单

位来表示的经济总量，实际上也并非实际的产量或实际收入，仍然是一个价值量的加总。 

但是，工资单位仍然是一个有用的概念。用工资单位可以得到一个以就业量表示的宏

观经济的总量。考虑到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劳动的巨大差异，如果用它来表示劳动力资源的

利用程度的话，现有的就业量的指标是有缺陷的。不同收入水平的劳动创造了不同的社会财

富，不同收入水平的劳动的闲置也就代表了不同的劳动力资源的浪费。因此，如果以一个不

变的工资单位对收入进行衡量的话，由此得到的总量是有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

价格变化的影响。国民收入的构成不仅有与就业量有关的工资和薪酬，也包括利息和利润等

要素收入。在一个稳定的经济体系中，由不同的要素提供的服务经过市场经济的交换体系得

到的货币收入是同质的，与劳动的工资收入具有可比性。因此，名义国民收入与工资单位的

比值，表示的是以就业量来衡量的经济总量。 

工资单位可以通过某一基期的收入分配的调查得以确定。在不同的收入人群中，根据

众数原则，选择包含的人数最多的阶层所得到的收入作为工资单位可能是合适的。因为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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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资单位可以具有更具体、更准确的实际意义。 

有可能有人会争辩说，如此确定的工资单位和经济总量仍然没有消除价格的变动的影

响。当以货币表示的总量增加时，可能是因为货币供给增加引起的价格水平的波动。因此，

为了消除价格水平波动的影响，需要使用不变的工资单位。在基期确定工资单位时，可以根

据该阶层消费支出的结构确定一揽子的商品和服务，以此作为不变的工资单位或实际工资单

位。在下一期或报告期确定工资单位，只需要确定这一揽子的商品和服务的货币价格。根据

报告期的名义国民收入和该期工资单位的货币值，就可以相应得到消除了价格水平波动的以

就业量表示的经济总量。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确定工资单位的一揽子商品和服务在两个不同的比较时期

应该是相同的。从原则上来讲，这种相同不仅是数量上，同样也应该是质量上的。在基期黑

白显示器、运算速度较慢的计算机不应该被报告期彩色液晶显示器、运算速度较快的笔记本

电脑所代替。如果基期和报告期的商品和服务的质量有所不同，则同样的工资单位所代表的

将是完全不同的就业量。它们之间的差别类似于异质的商品的差别，因而是无法进行比较的。

相应的，由此得到经济总量也无法比较。而质量不变的商品和服务可以克服这一困难。报告

期的工资单位仍然可以购买到与基期相同的劳动数量。不同时期工资单位的名义或货币量值

的变动只是体现了价格水平的波动，不会因为计入新商品或质量改善的商品而低估经济的增

长。 

从表面看来，消除价格水平波动的影响的方法，正是现实中所使用的得到实际的国民

收入的方法。用一揽子商品和服务确定不变的工资单位的方法，与广泛使用的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的统计方法也非常的类似。但是，两种方法有着本质的区别。 

第一，现有的价格指数的统计方法暗含货币中性的假设，即货币供给的变化会引起不

同商品价格同比例同方向的变化。工资单位是一个关于货币的购买力的概念，不需要任何的

假设条件。只要货币收入可以购买同样数量和质量的商品和劳务，就认为生产要素提供了相

同的服务，可以用相同的就业量来表示。 

第二，居民的消费价格指数从理论上不能被用来直接剔除名义总收入中的价格变动因

素，因为净产出中不仅包含生产的消费品和服务，还有工业品的生产。而消费价格指数的统

计只包括消费品和服务，与总收入的统计口径是不相同的。工资单位代表的是一个劳动的单

位或要素提供的服务的单位，与总收入的概念有相同的外延，可以直接用来计算总收入所代

表的就业量。 

第三，用价格指数剔除了价格变化的影响的总收入，即实际收入的概念，所表示的异

质的商品和劳务的概念。馒头、面包、歌星的演唱、足球比赛这些不同的商品和劳务的加总

注定是一个含混不清的综合体，其实际意义并不明显。相比之下，工资单位所代表的要素服

务的报酬，是经过了社会经济交换体系，按照共同的价值标准衡量的同质的单位，意义是明

确的。 

第四，现有的价格指数为了更准确的反映一般价格水平的波动，需要尽可能涵盖更多

的商品，但仍然不得不使用不同的类别来代表所有的商品，而且还需要根据商品结构的调整，

不断加入新商品和改变商品的权数。这可能会低估技术进步的作用，因而低估经济的增长速

度。而使用工资单位的概念不需要对一揽子商品和服务进行调整，11如果技术进步导致的价

格下降的影响超过了货币因素引起的价格上升的的影响，工资单位甚至有可能下降，由此得

到的经济总量恰好反映了技术进步的这一作用。 

用工资单位作衡量标准的方法虽然从逻辑上可以得到同质的经济总量，但是在现实中

也同样存在一些问题。首先，与价格指数遇到的商品的权数的调整类似，从长期来看，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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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构成中的商品和服务的性质会发生变化。原来的奢侈品可能由于技术进步成为普通商品

或必需品，如同改革开放以来家用电器的变化，由此引起的价格下降可以归结为技术进步，

因而应该计入经济的总量，这可以由工资单位中相关商品价格的下降来反应。与此相反，原

来的普通商品或必需品由于消费结构和生产结构的变化反而成为奢侈品，由此带来的价格上

升会引起工资单位的上升，相应的经济总量的下降。幸运的是，上面描述的仅由消费结构的

变动引起的必需品的价格上升，类似于微观经济学中的吉芬商品，在现实中出现的情况较少，

因而对于经济总量测量的影响应该不会很大。其次，工资单位构成中的商品和服务质量完全

保持不变似乎也是不现实的。商品的质量总会发生微小的变化，而服务与商品相比，由于具

有更多的定性的特征，质量更容易发生变化。由此推断，用工资单位计算的经济总量更适合

进行短期的比较。在长期，由于难以确定质量完全相同的商品和服务的，会影响工资单位的

准确性，甚至于不适合进行经济总量的比较。正如凯恩斯所作的比喻，“当我们说：今天的

产量比十年前或一年前高一些，但价格水平却低一些时，这一命题在性质上类似于说：维多

利亚女王比起伊丽莎白女王来是较好的女王，但并不较为快乐”。12 

 

四、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价格指数遇到的理论与实际问题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即价格指数不能用

来剔除名义变量中货币因素的影响，从而得到所谓的实际变量，实际上，一般价格水平概念

本身就是“思想混乱的结果”。即使价格指数能够准确的衡量一般价格水平，由于异质品不

能直接加总，我们仍然无法由名义总量得到有意义的实际总量。问题可能在于经济的本质并

非新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物质技术关系，而是凯恩斯所谓的货币经济体系，而这种货币经济

体系可以理解为一种价值关系或社会关系的外在表现形式，正是这种价值关系决定了宏观经

济的运行。13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应该重新思考价格指数的作用。价格指数虽然不能作为区分名义变

量与实际变量的工具，但这并不意味着现有的价格指数体系没有意义。根据一定的宏观经济

理论和模型，价格指数的意义可以得到重新说明，结合宏观经济模型，价格指数体系可以用

来分析与预测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这也正是价格指数在实际中主要的应用之一，如一些经

济景气指数的编制。 

利用价格指数体系来分析与预测宏观经济运行，应该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必须以经济理

论为指导，与一定的宏观经济模型相结合。现有以价格指数作经济分析与预测的方法，主要

以经验检验和实证分析为主，缺少坚实的经济理论基础，这也影响了预测的准确性。如果依

据以经济中价值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可以将经济中不同部门联系起来的宏观经济理论和模

型，价格指数体系应该能够更准确的对宏观经济的运行进行分析。二是必须将存量分析与流

量分析相结合。经济变量有存量和流量之分，价格指数也相应分为存量价格指数和流量价格

指数，如股票价格指数、地产价格指数属于存量价格指数，而消费者价格指数、生产者价格

指数属于流量价格指数，只有将这些流量价格指数和存量价格指数联系起来，才有可能对经

济运行进行正确的分析和预测。当然，对于两者的综合，不应该只是简单的进行某种形式的

加总，而应该建立存量与流量同时决定的理论模型，并以此作为价格指数分析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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