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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0年前，《自由选择》一书首次出版时，我们充满了乐观主义情怀，将本书最后一章的标题定为“潮
流在转变”。
当时我们认为，人们普遍的信念正在从信仰集体主义转向信仰个人主义和私人市场机制。
但我们未敢奢望这一潮流转变得如此迅猛。
    10年前，世界上许多人都认为，计划经济在创造物质财富和增进人类自由方面，是一种可行的，甚
至是最有生命力的体制。
但在今天的世界上，已经很少有人这么认为了。
当然，在意识形态上信仰计划的情形仍然存在，但仅限于西方世界的一些大学以及其他一些贫穷落后
的国家当中。
10年前，许多人都接受这样的观点，即建立在私人自由市场机制上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大有缺陷
的制度，它既无法创造出为人们广泛分享的物质繁荣，也无法提供广泛的人类自由。
但到了今天，人们普遍认为只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实现繁荣和自由。
    既然《自由选择》一书中的主要观点在今天已成为人们惯常的看法，那么本书是否过时了呢？
是否没有出版的必要了呢？
回答是否定的！
惯常的看法是改变了，但惯常的做法却仍未改变。
    在过去10年里，尽管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的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但在改变政府过度干预的政策实
践(近几十年来涌现出大量这样的实践)方面，各国政府，都进展得十分缓慢。
国民收入中用于政府支出(假设这些支出真的是为了公众利益)的份额，并没有明显的下降，许多国家
的这一份额甚至仍在继续上升。
就美国而言，这一比例在1980年为40%，1988年为42%，其间的1986年曾一度高达44%。
无独有偶，控制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政府管制活动仍然杂芜繁多，并没有多少松动的迹象；《联邦纪
事》记录了全部的管制活动，这部文献在1980年新增了87012页，1988年新增了53376页。
用《独立宣言》中的话来说，我们的政府仍然在继续设立“新官署”，并派遣“大批官员，骚扰我们
人民，并耗尽人民必要的生活资料”。
    关于国际贸易的种种限制，我们在《自由选择》第2章中曾经分析过，近来并没有减少，反而增多了
；对价格和工资的管制，尤其是对汇率的管制，目前已经消除或者有所减少，但又增添了其他方面的
管制。
美国实行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体系，其成本更加高昂，因此亟待改革(第4章)；对学校教育
体制来说也同样如此(第6章)。
旨在“保护消费者”和“保护工人”的各种机构，其实际效果还是适得其反，对那些真心实意支持这
些机构的人而言，可谓是事与愿违(第7、8章)。
在上述这些领域以及其他领域，过去的实践产生了很大的惯性冲力，以致相反的观念和舆论仍然占不
到上风。
    要说美国在哪个领域有所进步的话，那就要数通货膨胀了；当然，全世界的通货膨胀率都普遍降低
了。
就美国而言，通货膨胀率从原来的10%以上降到了5%以下。
但是，无论如何不能认为通货膨胀已经得到了克服，因而，我们在第9章分析过的通货膨胀的原因、
后果以及治理等内容仍然有意义。
要想确保当前的通货膨胀率降低不是昙花一现，很有必要读一读这一章的内容。
    我们目前已取得的各项成就，还谈不上有什么大的飞跃，要说真正的大转变，应该是在未来。
自由市场体制在未来几年内的扩张可能要快得多，这在10年前似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作为一部阐述自由市场机制如何运作、自由市场的优势何在、如何消除妨碍其有效运作的障碍
的著作，与10年前相比，可能和眼下的关系更为密切。
    本书中引用的某些数据以及参考文献可能已经过时了，但我们认为最好还是不做根本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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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部书进行彻底的修订，并将这一期间出现的许多新问题囊括进来，使其与时俱进，这当然是很有
意义的，但我们已无力再做这一工作。
与其做一些表面上的修订，还不如一仍其旧，原样付印。
书中偶有陈旧之处，希望不至于影响读者对内容的理解和把握。
    对10年前的读者而言，书中的有些内容像是乌托邦或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但是我们相信，对今天的
读者而言，这可能正是一幅指导未来实践的美好蓝图。
《自由选择》能够重新出版，我们感到十分高兴。
潮流已经转变了，但要想使人类自由有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还需要一股更加势不可当的滔滔洪流。
    米尔顿·弗里德曼    罗丝·弗里德曼    1990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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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这本探讨经济、自由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经典著作当中，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罗斯·弗里德曼为我
们揭示了，正是由于华盛顿当局制定了过多的法律法规、实施了过多的政府管制、建立了过多的行政
机构、花费了过多的财政预算，才使我们的自由和财富受到了侵蚀和削弱。
一旦政府以中间人的身份插手干预，良好的愿望往往会导致悲惨的结果，对此，两位作者也进行了细
致的考察研究。
此外，针对这些经济问题，弗里德曼夫妇还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和意见，告诉我们应当如何扩展自由、
增进财富。

不论是探讨美国在以往岁月中的错误和失误，还是指出将来为增进经济繁荣所应采取的政策策略，本
书都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其分析透彻，论证有力，说服力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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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市场的力量　 人们每天都会为了吃、穿、住，或者干脆为了享受而消费数不清的商品和劳务
。
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想买这些东西就总能买得到，而从未停下来想一想，究竟有多少人为了提供
这些商品和劳务，付出了这样或那样的努力。
我们从未思考过，街角的小卖店（或今天的超市）如何能将我们想买的物品都摆上货架，也从未思考
过，我们大多数人如何能够赚到钱去买这些物品。
　 人们很自然地假定，必定有某个人在发号施令，以确保“适当”数量的某种“适当”的物品被生产
出来，并摆在“适当”的地点。
发号施令确实是一种协调人众活动的方法，将军下达命令给上校，上校给少校，士兵。
　　通常在军队里就是如此。
在军队中，　　少校给中尉，中尉给军士，军士给　 但这种下达命令的方法，仅在很小的群体中才可
能成为一种专门的或主要的组织方法。
即便是家中最具家长制作风的一家之主，也无法完全通过命令来控制家庭成员的每项活动。
也没有哪支庞大的军队可以完全通过命令来运作，军队里的将军显然无法掌握指挥最底层士兵的每一
项行动所必需的信息。
在军队命令体系的每一环节，下级军人（不论是军官还是普通士兵）都会根据具体的情形做出审慎的
判断，而这些关于具体情形的信息，却是下达命令的长官所无法掌握的。
命令必须辅之以自愿的配合，这种配合并不是很明显，同时也很微妙，但却是协调众人的活动所必需
的更为根本的手段。
苏联通常被认为是通过命令组织起来的一个巨大的经济体，即中央计划经济，但这其中虚构的成分远
多于现实。
在苏联经济的每个层面上，都有自愿的协作来补充中央计划的不足或是抵消其刻板僵化的规定，当然
，这些自发的举措有时是合法的，有时则是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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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自由选择》探讨经济，自由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经典著作缘起是同名电视系列片《自由选择》的拍
摄，而《自由选择》的写作过程则与电视片《自由选择》同步，所以《自由选择》相对比较口语化和
大众化，正因为如此，这部书比他们写过的任何一部书都畅销。
1980年，《自由选择》一书在美国首次出版，之后分别于1981年和1990年再版。
该书出版后当年便成为畅销书。
据作者估计。
在美国各种版本的《自由选择》销量超过了100万册。
而且，《自由选择》迅速被译为各种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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