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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 通 货膨 胀 理 论 研 究 的 里程 碑

—读刘涤源主编《反通货膨胀论 》

李 惠 群

最近 由广东少
、
民出版社出版的《反通货

麟胀论 —通货膨胀的理论 与实践 》一书
,

是由我 国著名经济学家刘涤源先生主编
,

由

九位著名专家教授和一批青年学者合作完成

的
。

该 络从我口社会主义经济建没的实践出

发
,

在深入研究西方通货膨胀理论和分析世

界 各主要国家和地区通货膨胀实 践 的 基 础

上
,

提出了一套适合我 国实际的
、

科学的稳

定货币价 俏 理 论 和有益的政策建议
。

书中

一针见血地指 出了
“

通货膨胀有益论
”

的错
误实质及其严重危害性

,

并提出了
“

保卫人

民币
”

的战略性口
一

号
。

拜读此书
,

深感其立

论正确
,

观点鲜明
,

论述精辟
,

自成一家
,

堪称我 国通货膨胀理论研究的
“

里程碑
” 。

本
书有以下特点

一
、

现点鲜明
,

义正词严

前几年
,

我国发生 了持续的通货膨胀
。

先
由轻微的通货膨胀发展到明显的通货膨胀

,

物价上涨率由单位数字发展到双位数字
,

以

至 年爆发了全 国规模的
、

空前的抢购商
品

、

挤提存款的风潮
,

尽管这几年实行紧缩

性货币政策
,

物价涨幅有所下降
,

但迫于经

济形势
,

通货膨胀仍有回弹的可能
。

于是
,

关于通货膨胀是否可 以避免
,

通货膨胀究竟

是有利于还是有害于经济增长
,

如何看待改

革过程中的通货膨胀等现实问题
,

广大人 民

群众揩目以视
,

急盼得到解决
。

对于这一间

题
,

我国经济学界一些人基于其
“

温和通货

膨胀有益论
”

的思想
,

为通货膨 胀 摇 旗 呐

喊
,

鸣罗开道
。

对此
,

该书作者在深入研究

的基础上
,

予以有力的反击 除了特辟专章

就其思想渊源
“

温和通货膨胀有益论
”

加以

评述外
,

而且还把批判
“

温和通货膨胀有益

论
” 、

反对通货膨胀作为贯穿全书的中心
。

作者认为
,

通货膨胀政策可
“

视为一种灾难

性的特别租税
,

是通过货币贬值这种经济计

谋
、

隐蔽地去吸取社会实际资源的
‘

货币使

用税
, ,

是对马克思
‘

货币是价值标准
,

这

个教导的直接违反
,

是对人 民币这个庄严的
‘

价值标准
’

的肆意伤害
”

见书第 页
。

在实质上
,

它无异于
“

短尺少秤
”

的欺编行

为 见书第 页 这可以说是作者对通货

膨胀危害性的痛切而深刻的概括
,

为此
,

作

者鲜明地提出了
“

保卫人民币
”

这个战略性
的响亮口号

,

并强调这一 口号的坚决贯彻
,

“

直接关系到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国计民

生的长治久安
” ,

是
“

整个社会经济活动得

以正常运行
、

经济生活得以安定
、

国民经济
得以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首要条件和迫切要
求

”

见书 第 页
,

是
“

党和政府取信
于民的根本

,

千万不能等闲视之
”

见书第
页

。

二
、

分析方法 多样
,

剖析问厄通辟

从宏观上看
,

该书采取理论分析与实例

分析相结合
、

历史分析与现实分析相结合
、

正面论证与反面论证相结合 以及对比分析
、

综合分析等多种分析方法
,

使通货膨胀这个
问题的各个方面均得到了全面的展现

。

通过采取理论分析与实例分析相结合的

方法
,

作者将通货膨胀这个问题的理论造型

和实践态势进行了充分的展现
。

在上篇中
,

作者述评了当今西方经济学各主要流派的通

货膨胀理论
。

通过对凯恩斯主义通货膨胀理

论及其影响的深入研究
,

作者揭示 了通货膨

胀政策这种
“

吗啡
”

注射的正
、

反两面的双

重
“

效应
” ,

指出通货膨胀政策是凯恩斯主



义兴衰演变的关键因素
,

可以说
, “

凯恩斯

主义因通货膨胀政策的兴奋刺激 作 用 而 兴

起
、

日趋鼎盛的 升过程
,

也就是因同 一政

策的破坏作用产生的恶果 ,
·

为自 己

境
,

走向衰败的加速恶化过程
”

页
。

通过对现代货币主义
、

供给学派
、

理

性预期学派等的通货膨胀理论的述评
,

表述

了西方其他流派
,

尤其是反凯恩斯主义的流

派坚决反对通货膨胀政策
,

坚持稳定货币价

值的主张
。

从而揭示 了
“

温和通货膨胀有益

论
”

者的思想
,

渊源于我 国经济学界一些人

的
“

食洋不让
” 。

在中篇中
,

作者对德国
、

英闽
、

美国
、

加拿大
、

南斯拉夫
、

波兰
,

匈

牙利
、

巴西
、

智利
、

阿根廷
、

南朝鲜
、

新加

坡
、

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通货膨胀实践历程

进行了实证分析
,

从中向人们显示
,

恶性通

货膨胀恶果累累
,

祸国殃民 即使一些国家

和地区没有滑到恶性通货膨胀的境地
,

但其

危害作用仍相当严重
,

为治理和遏制这种危

害
,

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

通过采取历史分析与现实分析相结合的
方法

,

作者对通货膨胀实践的历史教训和现

实困境进行了详细
、

深入地阐述
,

读之令人

惊心动魄
,

发人深思
,

令人猛醉
。

从历史上

看
,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和四十年代国

民党政府统治时期的中国的恶性通货膨胀
,

都使整个国民经济陷入全面崩溃的境地
。

甚

至可以说
,

在某种意义上
,

极端严重的通货
膨胀也是蒋介石政权垮台的一个重要因素

。

从现实看
,

西方一些国家
,

如英
、

美
、

加等

国
,

由于过去推崇凯恩斯主义
,

长期推行通

货膨胀政策
,

致使七十年代中期 开 始 陷 入
“

滞胀
”

的困境
。

八十年代
,

他们为了摆脱

这一困境
,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

其结果尽管对

通货膨胀有所遏制
,

但他们为此付出了沉重

的代价 撒切尔夫人一度为英国人民带来了

高达 ”肠的失业率 里根为美国人民留下了

空前庞大的内债
、

外债和外贸逆差
。

无疑
,

这些对于我国都应 引以为戒
。

通过采取正面论证和反面论证相结合的
方法

,

作者不仅重申了通货膨胀的危害性
,

而且 增 加 了 人们遏制通货膨胀这一顽症的

信心
。

从反面教训来看
,

作者以第一次世界

大战后的德国
、

四十年代国民党政府统治时

期的中国和八十年代的巴西
、

阿根廷等国为

例
,

说明了他们的经济受到恶性通货膨胀的

困扰是何等剧烈
,

以致那时的德国和 中国的

整个国民撰济鸡入邻辞崩攀渺辈捧绝境
,

以

致现在的色西
、 ’

阿根廷等拉美国家迄今仍然

无法摆脱 通 货 膨 胀的困扰
,

陷于
“

滞胀
”

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从正面经验来看
,

作者

不仅介绍 了英国
、

美国
、

加拿大
、

波兰
、

南斯拉

夫
、

波兰
、

匈牙利等国战胜通货膨胀的经验
,

而且通过介绍新加坡
、

南朝鲜和台湾等国家
和地区七十年代或八十年代所经历的

“

高经

济增长
,

低通货膨胀
”

的经济发展历程
,

说

明经济高速增长可以伴随低通货膨胀
,

从而

否定了一些人所持的
“

经济高速增长必然伴

随高通货膨胀
”

的观点
。

通过采取对比分析
,

作者对资本主义国

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通货膨胀进行了比较研

究
,

从而进一步加深了对通货膨胀的认识
。

作者认为
,

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社 会 主 义 国

家
,

都会发生通货膨胀这种通病
。

但是
,

由

于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方面的不同
,

通货膨
胀在表现形式

、

形成原因和治理对策方面都
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

资本主义体制是以私有

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 在这种体制下
,

通货膨

胀表现为公开的物价上涨
,

政府只能用紧缩

性的财政
、

货币政策
,

经过市场机制的作用
,

来间接地控制总需求
,

以抑制 通 货 膨 胀
。

过去
,

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体制是 以 公 有
制为基础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

,

通货膨胀

不能以物价上涨的方式表现出来
,

只能通过

其他隐蔽的形式表现
,

而形成这种压抑性通

货膨胀的深层原因
,

主要是由于传统计划经

济本身缺少一种有效约束机制
,

致使企业和

各级政府盲 目追求经济发展的高速度而形成
“

投资膨胀
”

和
“

消费膨胀
” 。

在当前经济体
制转换阶段

,

由千一部分价格是由计划决定
的

,

一部分价格则由市场供求决定
,

所以通货
膨胀既表现为公开性的物价上涨

,

又带有隐
蔽性通货膨胀的特征 这时产生通货膨胀的

原因
,

主要是由于改革时期集中决策改为分

散决策
、

统一计划改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
、

单一价格改为双重价格等因素作用的给果

又 由于 公 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体制要求对国民经济实行计划管理与市场调

困比



节相结合
,

所 以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
,

抑

制通货膨胀一方面要通过行政手段和指令性

计划
,

另一方面又要通过 经济政策和经济手

段来压缩总需求和扩大总供给
。

总之
,

治理通

货膨胀
,

必须运用多种手段
,

进行综合治理
。

作者还采用 由表及里的研究方法
,

对导

致我国通货膨胀的深层原因予 以透彻剖析
。

首先作者分析认为
,

导致我 国通货膨胀的直
接原因是货币超经济大量发行

,

即货币流通

量大大超过 了商品和劳务流通所必需的货币

数量 , 货币之所 以超经济发行
,

完全是由于

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膨胀的结果 而造成总

需求膨胀的内在病因又在于
“

急于求成
” 、

“

急功近利
”

以及
“

赤字财政 —通货膨胀

有益论
”

等指导思想上的失误 而为什么这

种
“

急于求成
” 、 “

急功近利
”

和
“

通货膨
胀有益论

”

等思想能顺利付诸实践呢 作者

又进一步分析认为
,

体制与法制不完善为其

思想顺利付诸实践创造了条件
。

这样
,

作者逐层深入
,

最终找到了导致

我国通货膨胀的最深层次的原因
,

即体制不

健全与法制不完善 同时也找到了诱发我 国

通货膨胀的传导机制 体制 与法 制不 完善一
一 , 指导思 想的失误一 投资

、

消费的崎形

性
“

双膨胀
”

一、财政赤字与货 币超经 济 大

量 发行一 , 通货膨胀
。

三
、

理论研究颇具卓见

作者不仅对通货膨胀这个课题进行了翔

实而系统的实证分析和理论概括
,

而且就许

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

第一
,

对 于如何确立 我 国财政 货币政 策

的 目 标 这 一重 大 战略问题
,

作者进行 了严

肃认真的分析
。

作者认为
,

只要真正按经济

规律办事
,

财政货币政策应既确 保 货 币 稳

定
,

又促进经济适度增长
。

这两个 目标对财

政货币政策来说
,

是统一的
,

并 不 互 相 矛
盾

。

因为
,

货币稳定与经济健康发展 即经

济适度增长
,

两者结合
,

相辅相成
,

货币

稳定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

经济适度增长的

必要前提
,

只有坚定不移地确保货币稳定这

个目标
,

才能真正实现国民经济 持 续
、

稳

定
、

协调发展
。

而事实上
,

我国前几年财政

黄币政策所强调的
“

经济增长
”

是违反经济

规伸的
“

超高速度经济增长
” ,

在这种错 误

指导思想的支配下
,

必然会有意识地利用通

货膨胀这种所谓
“

积极 因素
”

来
“

加速经济

建设
” ,

也就必然导致 年物价大涨
、

经

济混乱的严峻困境
。

第二
,

衬于通货膨胀的利弊问题
,

作者
以 马克思 关 于

“

货币是价值 标 准
”

的教导 为

武器
,

同
“

温和通货膨胀有益论
”

展开 针锋

相 对的斗辫
,

一 再强调 指 出通货膨胀有百容

而无一利
。

综观全书
,

我们可以看到
,

作者

对通货膨胀的危害作用不仅 以确凿历史资料

和现实资料为根据进行了实证分析
,

而且运

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了系统的

高度的理论分析
。

可以说
,

在国内还是罕见

的
。

第三
,

对于现 阶段我 国 的通 货 膨 胀 问

题
,

作者更是进行 了深入 的 创新 的研 究
。

其

主要表现在 一
,

作者采用 由表及里
、

逐层

深入的分析方法
,

细致地剖析了 我 国 通 货

膨 胀 的 深 层原因
,

从而诊断我国的通货膨

胀是一种以畸形性需求拉动为主导的综合病

症
,

它涉及到经济主体的指导思想与行为
,

以及经济体制
、

经济结构与法制等多方面的

问题
。

二
,

作者对症下药
,

对我国通货膨胀

的治理提 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
。

作者认为
,

我国的通货膨胀主要为畸形性需求拉上通货

膨胀综合症
,

要治理通货膨胀
,

就必须采取

以紧缩需求为主的综合性治理措施
。

为此
,

作者就根治通货膨胀问题提出了如下有纲要

性的对策建议 端正经济建设指导思

想
,

坚决贯彻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

方 针 严 格 控 制杜会总祷求
,

努力

实现总再求与总供给的大休平衡 努
力增加有效供给

,

丰富和活跃城乡市场
,

德
定市场物价 增收节支

,

缩小财政赤

字
,

力求国家财政收支保持基本平衡

深化货币金融休制改革
,

加强金触管理
,

整

顿金融秩序 大大搞活流通
,

积极开

拓市场
,

整顿和完替市场运行机制

合理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 系
,

俄全宏观调控

休系
。

尽管这些治理对策只是纲要性的
,

尚

须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周密思考
,

但它 为我们

对通货膨胀治理对策的研究开阔了思路
,

指

明了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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