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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长期以来，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在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发生的世
界性干预主义战略转型，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些国家以“自由放任”为特征的早期自由主义战略及其社
会体制内在危机的一个结果；1929—1939年的大萧条就是这种内在危机的总爆发；而作为世界性干预
主义战略转型之主要标志的“罗斯福新政”，其伟大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通过一系列紧密关联的政府
措施有效地缓解或消除了早期自由主义战略及社会体制的主要弊端，从而挽救了资本主义。
然而《社会现实的话语建构—
—以罗斯福新政为例》想要说明的是，二十世纪早期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当中普遍出现的干预主
义转向并不是自由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由特定话语建构出来的一种社会历史过程
。

《社会现实的话语建构——以罗斯福新政为例》由谢立中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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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哈耶克坚决反对当时许多人提出的弹性货币主张，坚持维护一种半自动化的金本位制度。
认为只有在这样一种货币制度之下，经济波动才有可能得到自发的调整。
而弹性的货币制度，正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只会引发更多的危机与萧条，或者使已经发生的萧条拖
得更长。
①　　哈耶克的学生、著名的美国自由主义派经济学家罗斯巴德也曾经将“奥地利学派”有关经济周
期的理论解释概括性的说明如下：　　这种思想认为，货币性干预导致市场出现混乱，这才是商业周
期和经济萧条的原因所在。
这一传统的货币理论认为，银行业系统使货币和信贷扩张，这才出现了繁荣和衰退相交替的现象。
　　对市场进行货币干预造成了“繁荣一衰退”的周期模式，特别是银行对商业信贷的扩张。
一些货币被花费在消费领域，剩下的被储蓄起来，也可以被用来投资到高级的资本生产和其他不同级
别的生产中。
消费与储蓄或者投资的比例是由人们的时间偏好决定的，时间偏好也就是人们对现在的满意程度与对
将来的满意程度的比值。
人们越是不喜欢现在，那么他们的时间偏好值就越低，这样纯利率也就越低③，纯利率是由社会中的
所有个人的时间偏好决定的。
投资和消费的比值较高可以反映出时间偏好较低，这时，生产结构以及资本结构被放大了。
另一方面，时间偏好较高，纯利率就较高，而投资与消费的比值也就降低了。
市场中最后的利率是由纯利率加上或者减去企业风险和购买力成分而得出的。
企业风险的变动程度引出了一系列利率，而不是一个单一的利率，而购买力成分则是每一美元所体现
的购买力的变动，同时它也体现了企业家在价格变动中所处的特殊位置。
而最关键的问题就是纯利率。
这一利率首先体现在“自然利率”上或者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变动的“利润率”，这个变动的利率通
过信贷市场的利率得以体现，信贷市场的利率就是由变动的利润率决定的。
　　当银行印制新的货币（无论是印制纸币还是增加银行存款），并把它投向商业领域，这会发生什
么情况呢？
新的货币流入信贷市场并降低了信贷利率。
这就好像为投资而储蓄的资金增加了，它们的效果是一样的：用于投资的资金供给明显增加，而利率
降低。
总而言之，商人被银行的通货膨胀所误导，他们以为储蓄资金的供给要高于它实际的数量。
现在，当储蓄资金增加，商人就会对“更为长期的生产过程”进行投资，特征是对于那些“高级生产
领域”。
那些远离消费者的生产领域，也就是说资本结构变长了。
商人拿着他们新得来的资金，抬高了资本价格和其他生产资料价格，这就促使投资由“低级”（接近
消费者）的生产领域向“高级”（离消费者最远）的生产领域转移--从消费品行业向资本商品行业转
移。
　　如果这是时间偏好的真实下降和储蓄的上升造成的，那么一切都没有问题，被重新延长的生产过
程大致可以得到维持。
但是这种转移是由银行信贷扩张造成的。
不久，新的货币从商业贷款人手中渗透到生产的各环节中：工资、房租和利息。
现在，除非时间偏好发生变化，否则人们将仍会以原有的投资一消费比例来花费自己增加的收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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