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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亿欧元（约 22.35 万亿元人民币）

门槛。如何在经济低迷的困境中，

抵抗通胀、稳定政局、降低政务开支，

马克龙必须在国家发展和让法国人

满意之间做出艰难抉择。

自去年 7 月开启欧洲央行历史

上最激进的加息周期以来，欧洲基

准利率已被上调 350 个基点至 3%，

以行长拉加德在内的票委们反复重

申将核心通胀作为决策依据。鉴于

欧洲经济乌云笼罩、银行业危机四

伏，且当前的通胀率距离欧洲央行

设定的2%的通胀目标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专家们认为今年可能需要进

一步加息。

始终保持高位。一直要到 2024 年，

通货膨胀率才有可能回落至 3.0%。

由于德国食品和能源价格居高

不下，严重削弱了民众的生活满意

度。在物价此前多年持稳后，德国

人正在经历痛苦的转变，从黄油到

租金，一切生活成本都在涨。劳工

们对于加薪的诉求日益升温。

随着通胀阴云挥之不去，3 月

27 日，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遭遇最

新一轮罢工。这场几十年来规模最

大的罢工之一导致了大规模交通和

机场瘫痪。威尔第工会主席弗兰克

维尔内克对媒体表示，“大幅加薪

对成千上万的员工而言是生死存亡

问题”。

3 月 30 日，德国公共服务业工

会与雇主方就加薪展开的三轮谈判

结束，双方未能达成协议。德国公

共服务业雇员包括公立学校教师、

公共汽车司机、消防员和清洁工等，

总数约 250 万人。他们希望获得两

位数百分比的加薪，统计局正在观

察这是否会令通胀持续走高。

法国 2 月份 CPI 比一年前上涨

7.2%，较 1 月份的 7% 有所加快，

创历史新高。食品和服务成本上涨

成为了推动欧洲第二大经济体通胀

的推手。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

所（Insee）表示，法国 2023 年 2

月的年通胀率达 6.3%，已经达到

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从未见过的

水平。尽管在过去的一年，法国的

工资水平呈现历史性上涨，但在高

通胀形势下，仍然无法弥补购买力

的损失，2022 年实际平均工资下

降了 2.1%。

工资问题已成为 2023 年法国民

众关心的一个关键问题，虽然企业

作出了很大努力，但工资涨幅仍不

足以抵销通货膨胀的影响，从而引

发全社会对物价上涨的普遍不满。

而整个 3 月对于法国来说，更加不

平静。法国举行了十轮全国大罢工，

一波又一波的“罢工示威潮”激烈

上演。民众举行示威抗议，反对法

国政府强行通过的退休改革法案。

昔日的浪漫之都巴黎，差点就要被

暴力和垃圾掩埋。

雪上加霜的是，由于新冠疫情

和通货膨胀，法国的公共债务大幅

增加。政府为了支持家庭和企业而

释放了大规模的援助，使得公共赤

字和债务比重远远高于 2019 年新冠

疫情前的水平，正接近象征性的 3

三次惊世大通胀

第 1次通货膨胀：万亿德国马克只能买片面包

　　在一战之后，德国的经济陷入到了低谷期，国内的失业率不断增加，等到1923年的

时候，德国已经发行了将近五千万万亿马克，但是这样还是没能改变德国的经济情况，反

而是导致了国家严重的通货膨胀。在1921年，德国一个面包大概是10到 20马克，等到

了1923年的下半年，已经涨到了2000万马克。上万亿的马克，真的只能换一片面包了。

1923年底，有着金融天才之称的沙赫特临危受命出任德意志银行总裁。沙赫特上任后立

刻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寻求外国金融资本的支持，与美、英、法等国就战争赔款问题进行

磋商，达成共识；二是进行货币改革。通过一系列操作，德国的经济逐步得以恢复。

第2次通货膨胀：匈牙利曾创通胀世界纪录

　　匈牙利的通货膨胀源于战乱。两次世界大战，匈牙利都追随德国成为战败国，不仅承

受战争之痛，战后的赔偿又进一步打击了该国经济。面对空空如也的国库和几近于无的税

收，匈牙利政府除了加印钞票似乎别无他法。

　　1946年匈牙利发行的一垓帕戈的纸币（垓：10的 20次方），也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

大面值的钞票。“1”后面的20个“0”都没印，而是用匈牙利语的数量单位代替，平行写

出代表相乘的关系……最后，匈牙利政府无奈在1946年 8月以新货币“福林”替代帕戈。

第3次通货膨胀：阿根廷“失去的十年”

　　阿根廷自1975年到1990年，平均每年的通胀率都在300%以上。到了1985年，阿

根廷政府无奈废除了旧货币比索，发行新货币奥斯特，但奥斯特也难以抵挡贬值大趋势，甚

至在1990年前后爆出超高通胀率——20000%。因为高通胀和经济危机，许多阿根廷中产

阶级在上世纪80年代又陷入贫困，因此那个年代被称为阿根廷人“失去的十年”。阿根廷

也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从发达国家“跌落”回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根据环球网资料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