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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观点 

1. 评估及结论：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没有显著上升，通胀将进一步向中

下游扩散。 

2. 货币政策：预计进一步实质性收紧，外部经济冲击风险较小。 

3. 财政政策：预计保持中性。  

 

改革开放以来，通胀问题屡次成为中国经济前行的屏障。从经济扩张高增长驱

动的需求型通胀到低增速时期供给侧改革导致的通胀，并连同国际经济荣枯，使得

通胀背后的逻辑比较复杂，导致政策选择与执行困难。 

对于投资来说，宏观政策颁布后，起初的推演，在事后发展来看，经常南辕北

辙。一如疫情刚爆发时期，对于宏观经济的展望，皆是相当悲观。孰料 2020 年 2

季度开始经济从数量到价格轮番扩张。2020年下半年，市场已经通胀迹象显著，

市场的观点趋向认为通胀是温和的。站在 2021年 5月来看，当前的工业通胀水平

已经相当高，货币政策也到了不得不进一步收紧的经济状态。 

这驱动我们去研究历史上的通胀以及通胀处理政策，用于对当前经济发展运行

提供简要的借鉴。梳理历次价格上涨，所引发的政府、企业以及消费者之间的行为

互动对经济可能造成的影响。回顾 1978年以来历次通胀，其基本经济运行的背景

相似，一方面大幅投入基础建设，开动大项目拉动小项目，寻求经济高速增长，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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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为了加快经济市场化，在局部领域尝试市场化，比如商品价格改革，工资改

革，尝试理顺价格机制。但每次仅限于局部的，小范围的、部分行业的开展，如放

缓资源品（煤，电，石油，天然气）的市场化定价，和国有企业工资的市场化改革。

而最终改革措施反而降低了市场价格的资源分配效率，也弱化市场定价能力，与市

场化改革目标南辕北辙，而今的背景更为复杂，因为现在的货币量今非昔比，流动

性的充裕度相当之高，但又似乎颤颤巍巍，整个社会经济杠杆水平也较历史有较大

提升。从 1978年以来，已经发生了 6轮较大的通胀，通胀经济背景环境涵盖了历

次通胀出现的问题，而此一轮第 7轮。 

回顾历次通胀与治理 

 

数据来源：英大证券研究所，WIND 

 

第一次：1980年，通货膨胀率 6%，起于商品经济改革、基础建设投资剧增，政府

高额赤字，增发货币。最终通过紧缩银根，压缩基础设施建设，控制物价来抑制通

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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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1984-1985年，通货率高达 9.3%，起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社会总需

求增长迅速，货币信贷投放急剧增长，工资性收入增长产生通货膨胀。最终通过控

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抑制物价，信贷收紧进行通胀管理。 

 

第三次：1987-1989年，通胀率最高达 18.8%，起于 1984-1985年中央紧缩政策尚

未完全见到成效的情况下，基建投资、货币发行放开、商品价格放开和工资改革推

行。最终通胀率一路高攀并引发“抢购潮”。最终政府对投资和货币供应采取了

紧急刹车的办法，几千个建设项目一起停止。随之产生的后果不仅造成的消费者

受损，还引发大量民营企业破产。 

 

第四次：1993-1995年，通胀率最高达 24.1%（1994 年 12月），起于 1992 年，邓

小平南巡之后启动市场经济改革，全面放开商品定价，提高职工价格补贴标准、提

升工资。地方政府大搞开发区建设，信贷规模大幅扩张，企业投资扩张，生产资料

需求直接推动通胀。最终通过提高存款利率（高达 12%），回笼货币，海南房地产

泡沫破灭、民间炒房人破产、涨停板、T+1、调高交易税最终实现经济“软着陆”，

民企大量破产、股民被“套牢”，通胀治理产生危害的波及面较往常更为宽大。 

 

第五次：2007年至 2008 年，通胀率最高达 8.74%（2008年 2月），起于经常项目

顺差导致的被动货币巨额投放，总储蓄占 GNP比重从 1998年 38.3%,增长到 2008

年的 53%,内需不足，同时受次贷危机影响，国外需求进一步锐减。政府实行四万

亿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直接导致通胀之火再度燃起。最终政府采取房产限购，不

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加息等紧缩货币政策，股市萧条，中小企业融资更加困难，

江浙一带的中小企业出现倒闭潮，民间融资链条断裂问题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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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2016年初工业品价格止跌大涨，于 2017 年 2月达到顶峰（7.8%）。起于

经济疲软且工业品价格经历了 2010年以来 5年的下跌，此时启动的去产能执行计

划（供给侧削减），同时执行重大项目（需求测增加）来维持经济稳定托底之目的。

资金利率偏低，货币流向一线、二线、三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全国房价遍地开花。

2018-2019 年房价继续坚挺，并未出现显著的放缓。 

经济潜在增长率下行，全社会投资机会较少，企业和居民存在大量现金希望获

得更高的回报率，出现了两种抱团风格，一种是股市抱团，一种是房产抱团。股市

抱团依靠估值，房市抱团依靠人口流动。此一轮的工业品价格上涨中黑色工业品绝

对价格并未显著回归，原油化工方面价格有较大的回归。因而总体的 PPI 回归要归

功于原油市场。总的来说，宏观政策上将重心放在应对中美贸易战问题上，并未采

取较多的压制经济通胀的政策。 

 

第七次通胀，疫情通胀及碳中和通胀，产能控制。本一轮的通胀站到了上一轮

（第六次）通胀的肩膀上（因此第六次的工业品价格没有显著回归均值）。2020

年 1季度的疫情导致主要工业国生产停摆，但是刚需性消费不论在食品还是工业品

领域都并未停滞，这就在疫情控制期间消耗大量的库存，尤其是工业库存。稳定经

济状态下供需基本平衡，供应略微过剩，通过库存调节经济活动，已经使得大部分

工业活动的周期属性大大减少。但疫情的冲击，强制性插入一个停产期，形成了未

来一段时间的经济活动脉冲。，以煤炭，钢铁为代表的工业品价格继续暴涨，冲击

历史新高。以原油化工、盐化工工业品代表的商品价格有明显的价格回归，这是上

一轮 PPI 没有爆表的压舱石。2020-2021年，黑色系工业品在绝对价格维度上，对

中下游的生产产生更为显著的成本冲击。预计这种成本冲击的影响仍会延续 2年

左右。当前的需求难支撑企业增加固定产投资。大部分企业不会因为疫情订单的

暴增增加产能，只能提价。如果增加产能（即便国家不限制的领域），疫情结束



 积极管理风险  应对市场挑战 

后，订单回流海外，闲置产能就给企业带来损失，因此企业的最佳策略只能是，利

用现有产能，尽量提高产能利用率，提高产量，以及提价。我们有数据支撑这个分

析是全局性的，而不是局部的。2021 年 1—3 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95994亿元，同比增长 25.6%；比 2019年 1—3月份增长 6.0%，两年平均增长 2.9%，

和过去十几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下行趋势基本保持稳定，没有显著增加，预计

随着去产能进程推进，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会进一步下落，在更长期在人口老龄化推

动下，负增长也是会常态。 

 

数据来源：英大证券研究所 

 

此一轮的通胀预计还将持续，但对经济的风险也越来越大。中国经济风险会随

着疫情的缓解而增大，也随着通胀的水平提高而风险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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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及免责条款                                                                                    

1. 本报告不构成个人投资建议，也没有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

要。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观点或结论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据此投资，

责任自负。 

2. 本报告通过分析不同经济主体、资产的选择逻辑和制约因素，基于数据推演，但仍然

可能出现大量的谬误，可能缘于意外事件，或者逻辑疏漏以及对市场演进判断出错。  

3. 本报告中所依据的信息、资料及数据均来源于公开可获得渠道，英大证券研究所力求

其准确可靠，但对其准确性及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客户应保持谨慎的态度在核实后

使用，并独立作出投资决策。  

4. 本报告为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所有。未经本公司授权或同意，任何机构、个人不得

以任何形式将本报告全部或部分刊载、转载、转发，或向其他人分发。如因此产生问

题，由转发者承担相应责任。本公司保留相关责任追究的权利。 

5. 请客户注意甄别、慎重使用媒体上刊载的本公司的证券研究报告，在充分咨询本公司

有关证券分析师、投资顾问或其他服务人员意见后，正确使用公司的研究报告。 

6. 根据中国证监会下发的《关于核准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资产管理和证券投资咨询业

务资格的批复》（证监许可[2009]1189 号）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具有证券投资

咨询业务资格。 

7. 行业评级 

强于大市 行业基本面向好，预计未来 6个月内，行业指数将跑赢沪深 300指数 

同步大市 行业基本面稳定，预计未来 6个月内，行业指数将跟随沪深 300指数 

弱于大市 行业基本面向淡，预计未来 6个月内，行业指数将跑输沪深 300指数 

8. 公司评级 

买    入 预计未来 6个月内，股价涨幅为 15%以上 

增    持 预计未来 6个月内，股价涨幅为 5-15%之间 

中    性 预计未来 6个月内，股价变动幅度介于±5%之间 

回    避 预计未来 6个月内，股价跌幅为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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