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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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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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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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