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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改革开放后 我国发生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 在通货膨胀的形成过程中

各地区的情况大体上类似 但也存在一些差异 对于各地区来说 分析不同地

区通货膨胀的特点具有实际的意义 本文即从通货膨胀的地区结构这个角度探

讨了这个问题 本文的主要结论是

! 我国各地区的通货膨胀具有非常类似的形状 表明我国各地的通货膨胀的

基本成因是一致的 这也反映了我国各地区作为一个大市场的组成部份具

有联动性

! 各地区的通货膨胀与本地区的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明显的关系 在各地区都

可发现较为显著的通货膨胀率与 GDP 缺口间的正向关系 这似乎表明 各

地区为了控制本地区的通货膨胀率 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法是降低 GDP 缺口

这可由提高经济效率如技术进步来提高潜在 GDP水平实现

! 各地区的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相互趋同的趋势 这反映了随着我国市场经

济的建设 我国全国性的大市场正在形成 各地区正在溶入这个大市场之

中

! 对经济运行的行政干预阻碍全国市场的形成 对通货膨胀的行政手段干预

使各地区通货膨胀率出现极为显著的偏离 相比之下 经济手段的调节对

各地区的通货膨胀的趋同趋势的影响要小得多

! 在全国各地区间 通货膨胀到达高峰和谷底的时间存在一定的时滞,但我们

只能推论在几个经济和第三产业最为发达的省市到其他省份之间可能存在

传递性 而在几种传统方法划分的区域之间我们并不支持通货膨胀具有传

递性的结论



一一一一     各地区的通货膨胀各地区的通货膨胀各地区的通货膨胀各地区的通货膨胀

改革开放后 随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各地区都出现了几次较

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现象 出现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计划经济

时期政府的物价管制所造成的压抑性通货膨胀的公开化 附图 1 是从 1982 到

1996 年各地区通货膨胀率的时序图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段时间内 各地

区的通货膨胀具有非常相似的形状 似乎表明在我国各地区的通货膨胀后面有

非常强的共同因素在起作用

各地区通货膨胀在形状上具有相似性 但在波动程度上还是存在一定的差

异 表 1是对各地区 1982-1997年间物价变化的总结1

表表表表 1111    各地区各地区各地区各地区 1982-19971982-19971982-19971982-1997的物价变化的物价变化的物价变化的物价变化

地区地区地区地区 平均平均平均平均 标准差标准差标准差标准差 最大值最大值最大值最大值 最小值最小值最小值最小值

北京 9.89 6.93 21.90 0.40

天津 8.11 5.95 17.70 0.30

河北 7.99 6.89 21.40 -0.10

山西 8.56 7.17 21.60 1.20

内蒙古 8.24 6.02 19.30 1.00

辽宁 8.53 6.72 20.60 1.00

吉林 8.56 6.14 19.90 1.80

黑龙江 9.02 5.88 20.70 1.40

上海 8.66 6.91 21.30 -0.70

江苏 8.79 7.65 23.60 -0.70

浙江 8.98 7.63 22.10 0.30

安徽 8.34 7.41 23.30 -0.60

福建 8.78 8.37 26.50 -1.10

江西 8.45 7.89 25.10 -0.40

山东 7.72 6.63 20.30 -0.30

河南 7.48 7.18 20.60 -0.30

湖北 8.66 7.53 24.90 0.40

湖南 9.43 8.53 25.90 -0.60

广东 8.78 9.55 30.20 -4.40

广西 9.14 8.45 24.40 -0.40

四川 8.67 7.47 23.90 0.50

贵州 8.43 7.02 20.20 0.40

云南 8.68 7.13 19.60 0.40

陕西 9.11 7.50 25.90 1.00

甘肃 8.49 6.81 22.50 0.60

青海 9.14 6.66 23.20 0.60

宁夏 8.59 6.15 20.10 1.30

新疆 8.99 6.82 25.70 0.20

全国平均 8.65

在此期间 全国年均的通货膨胀率是 8.65% 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省市有

北京 黑龙江 上海 江苏 浙江 福建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四川

云南 陕西 青海 新疆等 15 个地区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有天津 河北 山

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安徽 江西 山东 河南 贵州 甘肃 宁夏等 13

个地区 在所有省市中 北京的物价上涨最为严重 在此期间的年均通货膨胀

率为 9.89% 零售物价上涨了 3.52 倍 而河南省的物价上涨最少 年均通货膨

�������������������������������������������������������

� 通货膨胀率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各年本 由于资料所限,西藏和海南省未包含在分析中



胀率只有 7.48% 零售物价上涨了 2.17 倍 图 1 是各地区年均通货膨胀率的图

形,附图 2是以地图形式绘出的各地区年均通货膨胀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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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 比较有特点是华北地区 在其中的各省市中 除了

北京外 其余全处于较低的范围 天津 河北 内蒙古处于全国各省市中平均

通货膨胀率最低的省市之列 山西的通货膨胀率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同时邻

近的山东 河南 辽宁等省市也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而山东和河南是全国通

货膨胀率最低的两个省份 除此之外 年均通货膨胀的图形中没有发现特别的

规律 几个年均通货膨胀率较高的省市分布在全国各地

附图 3 是 1985 1988 1989 1993 1994 三次较为明显的通货膨胀高峰

期各省份的通货膨胀率的分布情况,我们发现 1985 年的通货膨胀高峰期中 全

国各地的通货膨胀分布较为广泛 只有几个省份的通货膨胀率较为低于其他省

份 主要特定是南北两端较之中间更严重一些 到了 1988 1989 年的通货膨胀

高峰期 全国的通货膨胀表现出的特定是东南沿海高于其他省份 南部高于北

部 通货膨胀最严重的省份集中在东南沿海 而 1993-1995 年的通货膨胀率高

峰期则具有不同的特点 此时 全国通货膨胀较为严重的省份的图形显示为从

东南到西北的一条线 而且最靠东南的福建 广东已不在通货膨胀最严重的省

份之列 结合 1988 1989 年的通货膨胀率高峰期的分布 我们似乎可以得出通

货膨胀率高峰从东南向西北的漂移这样一个趋势



二二二二     地区经济发展与通货膨胀地区经济发展与通货膨胀地区经济发展与通货膨胀地区经济发展与通货膨胀

在考虑各地区的通货膨胀问题时 一个重要的内容是考虑各地区的经济发

展与通货膨胀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关系 一般认为在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

存在交替作用 作者曾经研究过全国的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 发现

GDP缺口 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王明舰,1998)

在我们的分析中,通货膨胀率使用的是商品零售物价增长率,产出使用的是

GDP 指数,通货膨胀率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各年本,GDP 指数数据来自中国国内

生产总值核算历史数据 1952 1995和 1997 1998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我们的样

本期间是 1982年 1997年

首先 我们用各地区的 GDP 指数的对数值对常数项和时间项回归来拟合其

趋势,并以此趋势的指数变换序列 ∗��� 作为 GDP 指数的潜在估计,也即我们认

为各地区的潜在 GDP遵从一条平滑的指数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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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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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是我们对各地区的拟合结果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各省市在样本期间

的经济增长速度存在很大差异,增长最快的是广东省,年均增长速度为 14.3%,增

长最慢的是青海省,年均增长速度只有 6.8%,两者相差了一倍有余,但我们前边

看到的各地区物价变化却没有太大的差异,这也说明了 如果在通货膨胀率和经

济增长之间存在什么关系的话 这种关系也是在通货膨胀率和 GDP 缺口而非其



绝对增长速度之间存在

我们使用拟合残差作为实际 GDP 偏离其潜在值的度量,即得到如下的 GDP

缺口:

( ) ( )( ) ����������������������������	
	
 !! ==×−= ∗ ���������
��

其中 i为表示各地区的指标,t表示时间

附图 4 是根据上面回归得到的各地区的 GDP 缺口与通货膨胀率的时序图,

从中可以看出,各地区的通货膨胀与 GDP 缺口之间显示出同向变化的趋势,我们

分别用各地区的通货膨胀率 P 与 GDP 缺口 g 估计菲利普斯 奥肯曲线 估计的

结果如表 3所示

表表表表 3 3 3 3 各省市的菲利普斯各省市的菲利普斯各省市的菲利普斯各省市的菲利普斯 奥肯曲线奥肯曲线奥肯曲线奥肯曲线

模型:
����
���� +++= − γβα

�

省份省份省份省份 �� D.W.D.W.D.W.D.W.

安徽 5.93(1.99) 0.42(1.60) 0.19(0.85) 0.15 1.80 6.86

北京 8.03(2.34) 0.27(1.00) 0.67(1.18) 0.02 2.07 6.97

福建 7.11(2.20) 0.36(1.40) 0.51(1.67) 0.20 1.65 7.73

广东 7.55(2.31) 0.35(1.46) 1.06(2.20) 0.29 1.60 8.42

甘肃 5.00(1.82) 0.52(2.03) 0.47(0.81) 0.23 1.53 6.08

广西 7.10(2.06) 0.40(1.48) 0.29(1.13) 0.13 1.72 8.02

贵州 3.74(1.34) 0.63(2.52) 0.74(1.37) 0.30 1.51 6.08

河北 5.67(2.28) 0.43(1.82) 0.72(2.04) 0.34 1.78 5.83

河南 4.82(1.86) 0.43(1.72) 0.60(1.58) 0.25 1.78 6.48

黑龙江 5.49(1.99) 0.50(2.00) 0.79(0.82) 0.19 1.63 5.17

湖北 5.39(1.92) 0.52(2.10) 0.35(1.09) 0.28 1.65 6.53

湖南 7.66(2.43) 0.33(1.36) 1.10(1.91) 0.28 1.73 7.32

吉林 5.30(2.19) 0.45(2.01) 0.61(2.31) 0.38 1.67 4.87

江苏 6.60(2.63) 0.39(1.86) 0.65(2.47) 0.44 1.84 5.71

江西 6.72(2.29) 0.35(1.37) 0.75(1.81) 0.27 1.65 6.97

辽宁 5.84(2.50) 0.40(1.91) 0.68(2.42) 0.43 1.52 5.05

内蒙古 4.25(1.74) 0.60(2.45) 0.45(1.22) 0.31 1.61 5.04

宁夏 4.77(1.76) 0.54(2.13) 0.23(0.66) 0.21 1.62 5.56

青海 5.56(1.93) 0.48(1.89) 0.48(1.09) 0.20 1.78 6.09

四川 4.24(1.63) 0.60(2.64) 0.73(1.85) 0.39 1.52 6.15

山东 4.56(1.90) 0.54(2.32) 0.45(1.78) 0.32 1.78 5.55

上海 4.99(1.91) 0.57(2.50) 0.21(0.75) 0.28 1.85 5.58

陕西 6.06(1.99) 0.45(1.75) 0.38(1.00) 0.17 1.78 6.95

山西 5.13(1.71) 0.51(1.91) 0.34(0.81) 0.15 1.74 6.79

天津 6.66(2.38) 0.32(1.20) 0.19(0.69) 0.00 2.05 5.66

新疆 4.86(1.57) 0.58(2.12) 0.38(0.53) 0.18 2.09 6.13

云南 6.05(2.18) 0.42(1.67) 1.21(1.64) 0.28 1.61 6.24

浙江 6.98(2.48) 0.36(1.58) 0.43(2.02) 0.30 1.72 6.34

从表 3中的结果看,由于数据较短,GDP缺口参数估计值的显著性都不高,但

有一点值得注意,即估计的各省市的参数比较一致,所有参数估计值都为正值,表

明在通货膨胀和 GDP 缺口之间 确实存在一种正向的关系 但这种关系引起的

原因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 到底是由于决定各省市通货膨胀率曲线相似的各种

因素引起各地区通货膨胀率和 GDP 缺口之间的这种与全国数据类似的关系 还

是各地区自己的特点和因素引起这种关系 如果是第二种因素 则这为我们控

制地区的通货膨胀率提供了一种思路 但由于数据和时间的限制 我们目前还

不能作出判断 这也作为我们进一步分析 研究的问题



三三三三     各地区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各地区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各地区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各地区通货膨胀率的变化

    为了讨论各地区通货膨胀的变化是否具有一定的规律 一个容易想到的方

法是观察在不同的年份里各地区的通货膨胀变化是否向同一方向发展 换句话

说 是否随着时间的发展 各地区的通货膨胀率表现出趋同的倾向 为了回答

这个问题 我们首先看一看在不同的年份里 各地区的通货膨胀率的相互离散

情况 度量一组数据相互离散的常用指标是方差或均方差 我们选用均方差来

表示 图 2 是历年各地区通货膨胀率的均方差的图形 从图中可以看出 历年

通货膨胀率的均方差较为平稳 基本上在 0.5 和 3 之间变化 由此我们是否可

以得出各地区通货膨胀率的变动之间没有或有很小规律这样的结论呢 对此我

们还需要仔细分析

实际上 均方差表示的是各地通货膨胀率的绝对差异 图 2 表明在我们研

究的时间段内 各地的通货膨胀绝对差异没有明显的规律 但这并不表明各地

通货膨胀变化之间不存在规律

我们注意到 不同年份的通货膨胀率在数值上具有非常大的差别 在我们

样本区内通货膨胀率2最高可达 21.51% 而最低只有 0.84% 两者相差 25 倍之

多 但在这差距非常大的不同年份中 各地区通货膨胀率变化的标准差却没有

如此大的变化 基本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取值 因此为了找出各地区通货膨胀率

变化的规律 就需要把均方差与通货膨胀率数值结合起来考虑 即要考虑相对

差异

一种最常用的相对差异的表示指标是变异系数 其计算公式为

�

�

�	�
�

���
�
��

=

其中分子是均方差 分母是均值 这个指标的图形如图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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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图图图 2 2 2 2 各地区通货膨胀率的标准差各地区通货膨胀率的标准差各地区通货膨胀率的标准差各地区通货膨胀率的标准差                                                                        图图图图 3 3 3 3 各地区通货膨胀率的变异系数各地区通货膨胀率的变异系数各地区通货膨胀率的变异系数各地区通货膨胀率的变异系数

     从变异系数的图上我们可以得出几个有趣的结论

1.�多数年份的变异系数处于下降状况 且在最小时稳定在 0.1 左右 整个下

降过程大致分为两段 90 年之前为一段 90 年之后为一段 两次下降对应

着两次通货膨胀的形成与加速过程 这表明随着通货膨胀的加速 各地区

的通货膨胀变化在接近 各地区通货膨胀率间存在趋于一致的倾向

2.�在第一次严重的通货膨胀发生之后 1990 年的变异系数出现了很大的跳跃

同样 在第二次严重的通货膨胀之后 1997 年的变异系数也出现了大的跳

跃 但 90 年的跳跃是发生在 89 年高峰后紧随的第二年 而 97 年的跳跃却
�������������������������������������������������������

��此处指得是各地区通货膨胀率的平均值



是在通货膨胀从高峰下降后的第三年 我们认为 产生这种跳跃的主要原

因在于政府对物价的行政干预

    由于 1988-1989 年的通货膨胀非常严重 致使各地区不得不采取强力的行

政措施来对通货膨胀进行控制 而各地区采取措施的时间及力度具有很大的差

异 加上各地区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也存在差距 结果是各地区通货膨胀率受

政府行政干预的程度出现显著的差异 因而各地区通货膨胀率的接近度产生大

幅度的回落 和 88 89 年的通货膨胀相比 在 94 年又一次严重的通货膨胀之

后 最初的两年各地区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几乎没有太大的反弹 这是由于这一

次政府在制定反通货膨胀政策时 主要采用的是间接的经济手段而非行政手段

各地区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受政府调节的力度较为一致 因而没有出现 90 年那样

大的差异 但到了 97 年后 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恶化 各地出现了消费不足

的现象 政府开始采用行政手段干预物价 结果使各地的通货膨胀变化再一次

出现大的跳跃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如下结论

" 改革开放后 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 中国各地区间的通货膨胀率之

间的差距相对于通货膨胀率本身的数值来说起来越小 说明各地区的通货

膨胀率越来越向一致的方向变化

" 对物价的行政干预使各地区间的通货膨胀率出现一种反趋势的变化 而非

行政干预手段对各地区通货膨胀率的地致性变化影响较小

四四四四     通货膨胀在各地区间的传递性讨论通货膨胀在各地区间的传递性讨论通货膨胀在各地区间的传递性讨论通货膨胀在各地区间的传递性讨论

通货膨胀在各地区间是否存在传递性规律 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对此

问题也存在争论 讨论此问题的困难在于缺少适当的数据 为了能很好地看出

各地区间是否存在通货膨胀的传递 需要有频率较高的数据如月度数据 但获

取各地区通货膨胀的月度数据是很难的 而全年度数据很可能掩盖了数据间的

前后关系 在我们的分析中,我们采用三次插值的方法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处理,

这种处理方法总的来说比较令人满意,但同时存在一些问题,其一是插值方法认

为各年的数据是原来月度数据中的一个,插值出来的曲线穿过原来各个年度数据

点,这和实际不相符;其二是年度数据是全年各月度数据的平均值,经插值后这些

点变成了各年的起点,与实际不符 这些问题使得插值出来的月度数据和原始数

据有所不同 但我们的模拟试验表明 这样插值出来的数据还是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出原来月度数据的变化趋势来 只是在幅度上有一些不同 在时间上

有一些偏移 但这些对我们研究不同地区之间通货膨胀的传递规律没有太大的

影响

首先我们看近年通货膨胀在各省市之间的前后时间差异, 附表 1 是我们对

近两次通货膨胀的高峰和谷底情况的总结,在总结每一谷底和高峰时,我们选取

北京通货膨胀数据发生转折的时间作为基准点,其他省市的转折时间与北京作比

较,负数表示转折时间先于北京,正数表示转折时间落后于北京 3

�������������������������������������������������������

3 在 1994年的高峰期 我们没有包含云南省 这是因为云南省在这年的通货膨胀数据有些特殊 我们将

其抛掉



从附表 1的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 在 1986年的谷底 1988年的高峰和 1990

年的谷底时 各地区间的通货膨胀转折的时间比较集中 转折最早的省份和最

迟的省份也仅差 5 6 个月 但 1994 年高峰期时各省市之间的通货膨胀转折点

却具有较大的时滞 转折最早的上海和最迟的内蒙古及贵州相差 10个月之久

在从几次转折时各省市之间的相对位置来看 在前两次转折中 各省市的

相对位置模糊不清 看不出明显的规律来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逐渐显露出一

些端倪 从后三次转折来看 北京 天津 上海 广东都领先于其他多数省市

发生转折 而且这种领先的现象越来越明显 领先的时滞越来越多 虽然这种

发生的次数还不够多 我们不能明确的说这肯定是一种规律 但我们认为这是

一种规律的可能性非常大 下图是北京 天津 上海 广东四省市的平均通货

膨胀与其他各省市平均通货膨胀之间的比较 从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它们之

间的时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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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 4 4 4 4 通货膨胀的传递通货膨胀的传递通货膨胀的传递通货膨胀的传递

����下面我们考虑我国的通货膨胀在几种不同的区域划分之间是否存在传递

性

1.�按行政区划进行划分按行政区划进行划分按行政区划进行划分按行政区划进行划分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标准 我们把全国划分六个大区 各大区所包含的省市

如下

华北区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华东区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东北区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华中区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西南区 云南 贵州 四川

西北区 陕西 甘肃 宁夏 新疆 青海

    用各地区所包含的省市通货膨胀率的算术平均作为各地区的通货膨胀率指

标 然后用三次插值方法得到这些区域的月度通货膨胀率如图 5所示

2.�按东按东按东按东 中中中中 西部进行划分西部进行划分西部进行划分西部进行划分

    我们再看另一种区域划分方法,我们把全国各地区划分成东部 中部和西

部 具体的划分如下



东部 辽宁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东 江苏 上海 浙江 福建 广东 广

西

中部 黑龙江 吉林 内蒙古 山西 河南 安徽 湖北 湖南 江西

西部 陕西 甘肃 四川 云南 贵州 青海 宁夏 新疆

    按这种划分后的各区域月度通货膨胀如下图 6所示

3.�按经济发达水平进行划分按经济发达水平进行划分按经济发达水平进行划分按经济发达水平进行划分

    按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 我们把全国各省市划分成经济发达地区 一般地

区 欠发达地区 具体的划分如下4

经济发达地区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6000 元以上) 北京 天津 辽宁 上海

江苏 浙江 福建 广东等 8个省市

一般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 3500元至 6000元之间)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吉林 黑龙江 山东 湖北 广西 新疆等 9省市

落后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 3500元以下) 安徽 江西 河南 湖南 四川

贵州 云南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等 11 个省市

    在这种划分下 三种地区的月度通货膨胀如下图 7所示

4.�按第三产业发展水平进行划分按第三产业发展水平进行划分按第三产业发展水平进行划分按第三产业发展水平进行划分

    按照各地区的第三产业发展水平 我们把全国各省市划分成如下四类 5

第一类地区 北京 天津 上海 广东 辽宁

第二类地区 江苏 浙江 黑龙江

第三类地区 山西 福建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第四类地区 河北 江西 内蒙古 河南 吉林 安徽 山东 湖南 湖北

广西 四川 云南 贵州

    在这种划分下 各类地区的月度通货膨胀如下图 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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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图图图 5. 5. 5. 5. 各大区域的通货膨胀各大区域的通货膨胀各大区域的通货膨胀各大区域的通货膨胀                                                                                    图图图图 6. 6. 6. 6. 东东东东 中中中中 西部的通货膨胀西部的通货膨胀西部的通货膨胀西部的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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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图图图 7. 7. 7. 7. 按经济水平划分区域的通货膨胀按经济水平划分区域的通货膨胀按经济水平划分区域的通货膨胀按经济水平划分区域的通货膨胀                                            图图图图 8. 8. 8. 8. 按第三产业划分区域的通货膨胀按第三产业划分区域的通货膨胀按第三产业划分区域的通货膨胀按第三产业划分区域的通货膨胀

从上面几种划分的区域的通货膨胀率分布图形中 我们可以看到 在传统

划分的 6 大地理区域之间 很难看到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什么传递现象 常用

的东 中 西部的划分方法也属于地理性质的划分 在这种划分方式下 东部

的通货膨胀似乎早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但时滞非常短 我们很难得出从东部到

中部和西部的传递这种结论 按经济发展水平划分后 发达地区较之一般和落

后地区的通货膨胀有一些前滞现象 这比东 中 西部的划分要明显一点 但

还不足够显著 说明经济发展水平可能会产生一些使通货膨胀发生传递的因素

但这种影响可能不是决定性的

再看按第三产业发展的水平来划分的情形 此时第三产业水平处于最发达

的第一类地区在 1993 1995 年的通货膨胀高峰期 较之其他几类地区有明显的

超前 这和前面图 4非常类似 实际上 我们划分的第一类地区只比图 4的京

津 沪 粤多一个辽宁 所以这个图和图 4表示出同样的倾向

由于我们的样本数据太短 我们只是从两次通货膨胀的情况中看出传递性

是很困难的 特别是两次通货膨胀又具有不同的性质 所以 在现阶段 我们

只能推论 如果在我国各地区间存在通货膨胀的传递现象的话 则这种传递是

从经济和第三产业发展水平都明显高于其他地区的大都市向其他地方的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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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1111 通货膨胀转折点的时间关系通货膨胀转折点的时间关系通货膨胀转折点的时间关系通货膨胀转折点的时间关系
-4 -3 -2 -1 0 1 2 3 4 5 6 7 8

1986年

谷底

安徽

陕西

河北

内蒙古

山东

河南

湖南

宁夏

辽宁

黑龙江

湖北

广东

四川

山西

江苏

浙江

福建

广西

北京

吉林

上海

贵州

云南

甘肃

青海

天津

江西

新疆

1988年

高峰

黑龙江

湖南

上海

安徽

福建

广东

北京

天津

吉林

江苏

浙江

江西

湖北

山西

山东

河南

四川

贵州

甘肃

内蒙古

辽宁

云南

陕西

青海

河北

广西

宁夏

新疆

1990年

谷底

天津

上海

北京

安徽

福建

新疆

河北

内蒙古

黑龙江

江苏

山东

湖南

广东

广西

陕西

青海

山西

辽宁

吉林

浙江

江西

河南

湖北

贵州

云南

甘肃

宁夏

四川

1994年

高峰

上海 广东 北京 天津 浙江

广西

江苏 辽宁

黑龙江

安徽

福建

湖北

湖南

山西

吉林

江西

山东

四川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河北

河南

内蒙古

贵州



FGHH I JKG= L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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