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国资料通货膨胀的真正原因何在？

编者按：通货膨胀是当今资本主义世界许多政府伤脑筋的问题，经济学家对

此也有不同论点。这里译载的是美国贝内特发表在美国《读者文摘》的一篇文章，

这一派观点认为，通货膨胀只有一个根源，即政府的财政赤字，是政府要做力所

不及的事的必然结果。解决这个问题别无他途，即控制政府开支，消灭赤字。另

一派认为要扩大就业，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以及由此而来的物价、工资的螺旋上

升，是不可避免的，只要通货膨胀不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应视为常态。以巴

赫教授为代表的这一派的文章，另外摘译。

一九六九年一套三间卧室的住房价值三万三 千 美

元，现在变成了九万六千美元；十年前一 辆 家用小轿

车价值三千一百一十美元，现在小号的还需要六 千四

百七十四美元，一位一九六九年退休的人，每年领取退

职金和最高的社会保险金（过去十年间保险金提高了百

分之一百一十八）合计为九千美元，现在这九千美元的

购买力比一九六九年该人退休时所具有的购买力降 低

了百分之三十六。如何解释这些现象呢？

当然，答案是通货膨胀。但是通货膨胀又是怎么回

事？那种悄悄地剥夺了我们的生活，在过去四十年中把

一美元的价值贬低到只值二十美分的现象的原因何在？

要了解通货膨胀，首先必须了解什么正在“膨胀”。

不是物价（虽然物价正在上涨），也不是工资（尽管工

资也在上升）。正在膨胀的是货币供应——通货和银行

信贷。一国的真实财富是它的人民所创造的货物 和提

供的劳务。政府铸造或印制的货币仅仅是这种财富的

方便符号。我们以纳税的形式把我们的部分财富交给政

府，但是政府一直在花费大大多于我们交给它的 财富

——迄今，累计达七千六百六十亿美元。此外，它承担

的未来财政义务迅速累积（包括社会保险、退休金、公

债保证金等），已超过七万亿美元——每个纳税人平均

多于七千一百美元。

政府通常使用债务货币化的方法，也就是印制比现

有的真实财富所需为多的钞票，来弥补支出大于收入的

差额。一种东西越多它就越不值钱这条基本经济 规 律

也适用于美元。正如前财政部长威廉·E·西蒙所说的

“美元正在被它自己的政府贬低价值。美元的真正问题

是我们正在过多地印制它。”

这就是通货膨胀的根源——注入经济的货币 多 于

经济之所需。

只有我们接受这条基本原理的时候，我们才能象老

百姓那样聪明地应付报纸、讲堂和政府天天散布的 通

货膨胀神话。下面是其中最有害的三则：

神话之一：不断提高的工资和物价“引起”通货膨

胀。美国财政部长W ·密奇耳·布鲁门撒尔念念不 忘

这则神话。它列举引起通货膨胀的因素就有“工资的确

定大大超过生产率和经济的实际增长，而物价的上涨带

来了不合理的超额利润。”

在我们的竞争性的制度中，物价和工资主要是不断

变化的供求平衡的信号，它发生于美国市场上每天以十

亿笔计的交易中。如果在这个制度中只有那么多 货 币

（和信贷），一个企业不能忽视由于任意提价或者向过

份的工资要求让步而造成的供给和需求后果。如 果 它

的售价过高，人们会到别处购买，如果工资要求过高，

企业必定拒绝支付或者按照新的工资率雇用较少 的 工

人。于是，竞争本身被看作是对物价的约束力量。
但是市场的这一真正纪律却被政府所破坏。为了支

付开销和为包括“充分就业”在内的一长串社会目 标

提供经费，政府总是扩大其货币供应。从而它也就助长

了工资和物价的进一步上升，因为人们抱着这样的 看

法，政府总会制造足够的金钱予以支付。
一旦货币供应不断迅速增加，一些时候过后，物价

本身就会扶摇直上。人们不再储蓄，有钱就花掉，以防

日后物价的上涨。工会谋求签订带有生活费条款的 合

同。银行界把钱贷出，收回的却是不断贬值的美元，于

是坚持较高的利率。

如果说工资不断上升引起通货膨胀，那么西德就应

该是通货膨胀最严重的国家了。一九六七至一九 七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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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十年间，德国工人的工资增长百分之二百三十六，而
通货膨胀率每年只有百分之四左右，这是因为政府保持

货币供应与经济上实际生产的财富相平衡。同一时期，
美国工人的工资增长百分之一百零一，几乎全被 每年

百分之六强的通货膨胀所吞噬。事实是，工资的增长，
大部分为抵销政府所造成的通货膨胀的影响，只 在 某

些情况下，工资提高才过了头。
对上涨的物价作何解释？把一九七三年石油禁运带

来的石油价格暴涨描绘为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仍 然是

流行的看法。但是这一点是完全不真实的。高石油价格

增加了财政负担，但它显然不是通货膨胀的根源。

可以研究一下日本和西德在禁运期间的经验。与美

国不同，两个国家几乎完全依赖外国的石油。但是，在
禁运期间，两国都遵循了谨慎的财政政策，缩减预算赤

字并对货币供应加紧了控制。结果是，两国的通货膨胀

率都下降了，而美国，当政客开动印钞机来填补不断扩

大的赤字（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六年共计一千三百零九亿

元）时，却猛升百分之十二点二。这才是美国通货膨胀

的原因，并不是阿拉伯人扭紧石油龙头的手。

神话之二：对工资和物价加以管制将“消除”通货

膨胀。这种流行的错觉是以神话一为其根源的。诺贝尔

奖金获得者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指出：“强行物

价管制已经反复进行过两千多年，但 总是以 失 败 售

终。”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在公元三百零一年的一场厉行

物价管制的无效努力中，曾使用死刑。处死的人以 千

计，而经济几乎崩溃。

一七七五年，大陆会议（按：指美国独立战 争）

通过授权发行一种几乎一文不值的纸币的 办 法，寻求

为新诞生的政府筹措偿债资金，随之而来的是灾 难 性

的通货膨胀。宾夕法尼亚立法机关企图用物 价管制来

挡住它。许多农民和商人拒绝按管制价格 出 售。物资

短缺蔓延。一七七七到一七七八年在福治山谷 过冬的

军队不能得到急需的供应品。约翰·亚当斯写 道，军

队的困苦，主要是由于“限制物价的无远见的法案…

〔这个法案〕如不废除将毁灭这个国家并 招 来 一场内

战。

象这样一些历史经验突出表明了工资和物价管 制

的众所周知的缺陷。这种管制，第一，造成物资短缺

许多企业不能够或者不愿意按照人为的定价 生产；第

二，引起质量下降。从前的 “规格”特色变成了昂贵的

额外收费；第三，管制本身不断地遭受失败。黑市 滋

生。第四，需要一个庞大的和开支浩繁的官 僚 机构来

进行管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 最长的一次

物价工资管制——物价管理局雇佣了六万五千名官员

这些人指挥了另外一支三十二万五千人的 “物价管 制

义勇队”。

但是，最糟糕的是，尽管管制可能制造一种行之有

效的假象，它只能暂时压低工资和物价，与此同时，通

货膨胀的巨大压力却在不断积聚。一旦管制解除，市场

价格猛跳以达到其自然水平，随之而起的往往是 一种

更明显更具破坏性的通货膨胀。
美国最近一次管制尝试，尼克 松行政当局一九七

一年八月开始的“一、二、三、四阶段”计划，集聚了

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通货膨胀压力。当管 制着手实

施时，消费品价格上涨率已在下降，这是约翰逊行政当

局末期削减货币供应的结果。但是在管制时期，消费品

物价指数却开始急遽上升，到一九七四年年中几 乎达

年率百分之十三。与这场灾难混杂在一起的是一些事件

的恼人影响——世界范围的农业歉收和阿拉伯人 的 石

油禁运。有些人仍然认为这些因 素导致一九七三至一

九七四年的通货膨胀。事实是，尼克松的管制是个门

面，它掩盖了政府开支的急遽增加。

为什么那时政府掉转头来对工资和物价实施 管 制

却常常得到大众的支持？（最近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

大约有一半的回答者赞成某种形式的管制）弗里德曼的

看法是，要求管制的叫喊，“既不是根据经验，也不是

根据分析，只不过是一种‘看在上 帝 面上让我们干点

什么吧！ ’的呓语。”但是，如果这个政府一方面强制

实行管制，另一方面却继续债台高筑，只好印制更多的

钞票来支付帐单，那么管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神话之三：通货膨胀“人人有份”。按照卡特总统

的说法，“说什么政府自己能够制止通货膨胀，那是神

话。在这场全面努力中，成功还是失败，在很大程度上

是由私营部门的行动决定的。”

尽管总统的主张与某些通货膨胀的理论是一致的，

却与经济史和实际经验的明显例证不符。正如弗 里 德

曼指出的，“政府掌握有效的印钞机，靠它可以印制绿

色纸币（美钞）。因此，政府，只有政府才是通货膨胀

的根源。”经济记者亨利·黑滋利特指出，一九四〇年

以来美元价值一直下降的趋势是与美国货币供应 的 惊

人增长为侣的。一九四〇年年初，美国市场流通的货币

和银行保证金合计为五百二十七亿美元，到一九七八年

一月，货币和银行保证金合计为八千一百五 十九亿美

元，计增加十四点五倍。
西欧国家的通货膨胀照例走在前头，只有两个明显

的例外——西德和瑞士。西德把其通货膨胀率保持在

每年百分之四上下；瑞士近年来则低于百分之二。两国

在严格控制预算和货币供应方面，都表现出政治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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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众的纪律。
在战后年代里，有三个把通货膨胀置于控制之下的

主要事例。西德在一九四八年做到了这一点——拒绝

通过不断扩大赤字的办法来开拓通往繁荣之 路。美国

在一九五三年做到了这一点，在德怀特·D·艾森豪威

尔总统的指导下，采取了谨慎的财政政策，导致了通货

膨胀率在其执政时期每年只有百分之一点四。法国在

一九五八年取得了这一功绩，当时查理士·戴高乐把政

府预算赤字压缩了一半。每一个事例，都是通过剧烈削

减政府开支和相伴随的放慢货币机器的转动。
遗憾的是，不论是美国还是法国都没有坚持下去。

政客们的老偏好——予（社会福利）而不取（征税）——

顽强地表现自己。美国人现在面对的是五 千 余亿美元

的预算（其中六百余亿元，政府只能以制造更多的空头

货币来支付）和汹涌的通货膨胀，一九七八年夏天 通

货膨胀年率几达百分之十。

卡特总统一九七八年十月公诸于世的反通货膨胀

计划强加给工商企业和劳工的工资和物价指导方针，好
象他们是问题的起因似的。黑滋利特评论道：“总统的确

承认财政赤字的影响，但是他并没有对消除赤字作出承

诺——他允诺的只是在一年时间内减少赤 字。这一点

实际上是肯定了我们的通货膨胀将会继续。”

清除这些神话以后，人们就会发现，停止通货膨胀

的方法就是不折不扣地停止膨胀，即停止扩大货 币 供

应，不使它超出国家从事生产的实际能力；停止假装我

们具有比我们实际上具有的更多的钱；停止搞那种只能

用不兑现美元偿付的庞大赤字。
美国不能指望毫无痛苦地摆脱它陷入其中几 达 四

十年的通货膨胀的困境。范围广泛的计划势必削减；失

业可能暂时增加。但是，正如经济史学家和货币 专 家

唐纳德·凯默勒警告的，“一个国家只是因为制止通货

膨胀在政治上是痛苦的而不去制止它，从本质讲，这个

国家正在走向破产。 作者 拉尔夫·铌·贝内特

译者  宋光炜

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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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到二十四日，财政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 财 政

监察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一九七八年建立财政监察机构 后的 第一次 会

议。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和部分地、市的财政厅（局）长、监察

处（科）长，以及中央有关单位做监察工作的同志，共八十四人。
会上，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马国瑞同志、财政部部长吴波同志、财

政部顾问、纪律检查组组长戎子和同志先后作了重要讲话。到会的同志深

受鼓舞，经过学习讨论，提高了认识，明确了方向，为开展财政监察工 作

打下了思想基础。
会议总结汇报了一年来的工作情况，交流了工作经验，讨论了《关 于

加强财政监察工作暂行规定》和研究今后如何开展财政监察工作。通 过 学

习和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我们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抓住带有普 遍性的

问题，对违反财经纪律的主要问题，进行认真地调查研究，提出加强 财 政

监督管理的建议。同时要注意表扬那些坚持财经纪律的好典型，宣传 推广

财政监察工作的好经验。财政监察干部要学习财政经济理论和业务知 识，

熟悉财政规章制度，既要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又要实事求是，从 实际出

发。要依靠广大群众，依靠广大财政财务人员，共同努力做好财政监察 工

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本刊记者）

补遗：本刊第一期第21页横线以下的第一行前应加上：（接25页）；25页文末应加上（转21页）。
特此补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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