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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由主义作为西方社会的主流思潮对于中国人来说却是相当陌生的。
许多人观念中的自由主义其实仅仅局限于它作为政治思潮的方面。
其实，自由主义是包含了经济、政治，国家与个人、政府与制度的社会思潮。
《自由与繁荣的国度》详尽的介绍了自由主义的特征，它的政策的基础、它的经济政策、外交政策、
自由主义与政党、自由主义的前途诸多方面。
作者认为，自由主义是一种比较博大的观念，它表示一种囊括全部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
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自由主义选择生产资料私有制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标。
　　路德维希·冯·米瑟斯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生前曾长期在奥地利维也纳大
学和美国纽约大学教授经济学。
《自由与繁荣的国度》是米瑟斯于1927年发表的一部著作。
该书的原名是《自由主义》，1962年在美国出版英译本，名为《自由与成功的共同富裕》。
中译本是我们根据1927年德国耶拿出版社的德文版翻译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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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6．反自由主义的心理根源第一章 自由主义政策的基础1．所有制2．自由3. 和平4．平等5．收入关
系和财产关系的不平等6．私有制和道德伦理7．国家与政府8．民主9．暴力论的批判10．法西斯的批
判11．政府作用的极限12．宽容13．国家与反社会的行为第二章 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1．国民经济的
组织2．私有制及其批判者3．私有财产和政府4．社会主义的不可实行性5．干预主义6．资本主义是一
切社会关系中唯一可行的制度7．？
特尔、垄断与自由主义8．官僚主义化第三章 自由主义的外交政策1.国界2.自决权3．和平的政治基础4
．民族主义5．帝国主义6．殖民政治7．自由贸易8．自由迁徙9．欧洲合众国10．国际联盟11．俄国第
四章 自由主义与政党1.自由主义者的“教条主义”2.政党3．议会主义的危机与等级议会和经济议会的
思想4．特殊利益的政党与自由主义5．政党宣传和政党机器6．资本主义的政党？
第五章 自由主义的前途附录1．关于自由主义的文献2．关于“自由主义”这个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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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历史主义和传统至上主义断然否定经济法则的存在，并且认为，人类社会只有历史，舍此之外，
别无他物。
此外，实证主义的出现以及由卡尔·波普尔提出的所谓“批判理性主义”的观点也形成了新的挑战。
没有任何人像米瑟斯那样了解这种挑战的意义了。
“维也纳学派”，或者更精确地说“施利克的圈子”是实证主义者的中心。
米瑟斯的弟弟理查德就是这个圈子里的一名重要成员。
腓利克斯·考夫曼则既是“米瑟斯圈子”的成员，又是“施利克圈子”的成员，他经常把施利克圈子
里的人带到米瑟斯举办的私人研讨会上做客。
施利克的学术圈比米瑟斯的学术圈要小一些，起初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
但是，自从这个学术圈的绝大部分成员流亡到盎格鲁撒克逊的英美等国之后，实证主义哲学才开始引
人注目，其影响历经数十年而不衰，至今它已成为西方世界的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哲学。
与历史主义不同的是，实证主义并不否认经济法则存在的可能性，但是，它认为，经济法则只有两种
表述方式：其一，任意（随机）作出术语规定，采用各种同义反复的方式对经济现象进行推导分析，
这种表述形式没有规定某些前提和假设，因此，它不包含任何经验分析的成分。
其二，以经验和现实为根据的表述形式，这种形式只有在规定前提和假设的情况下才具有实用价值，
因此，采用这种形式来表述经济法则时必须不断地用经验来加以检验和证明。
（按照实证主义的观点，经济学要么变成一种毫无意义、毫无实用价值的数学游戏，要么变成一种“
经验性的经济分析手段”或者变成“社会学的不完整的技术手段”，实证主义的这一观点与历史主义
极为相似，它们均认为，经济理论和经济历史这两者之间没有系统的区别；经济历史是测验所有经济
理论的须臾不可缺少的基础和试验场）。
　　同其他绝大部分古典经济学家一样，米瑟斯认为。
用历史主义，尤其是实证主义及其错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从事经济科学的研究是不恰当的，因此，
他驳斥了实证主义，并且指出实证主义理论是错误的。
　　人们也许认为，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在自然科学范畴内的立足点是可靠的。
但是，如果把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引进经济学范畴，必然会产生全面的错误认识（几乎所有的实证主
义的领袖人物，包括波普尔在内，都是训练有素的数学家或自然科学家，这种现象绝非偶然）。
实证主义者所观察的仅仅是一些典型的、最基本的经济现象：其一，无论何时每个人都希望占有更多
的财富，即，在财富的多寡之间作出选择时，每个人都愿取其“多”者；其二，每一次在自愿的前提
下进行的货物交换都是对交换的双方有利的（否则这种交换就不可能发生），而且双方都认为，被交
换的商品或劳务是“不平等的”（与付给对方的商品相比，双方更喜欢通过交换而获得的商品）。
同时，交换的双方都声称在交换过程中给予了对方优惠（即双方均对自己的商品的价值实行高估，与
此同时，对另一方的商品价值实行低估）；其三，货币发行量的增加会导致货币购买力的下降（从而
形成收入再分配的过程）；其四，人为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若高于市场形成的最低工资标准会导致失
业率的增加。
对于波普尔之类的实证主义者而言，以上经济现象的表述要么是没有内容的同义反复，要么就是内容
丰富的、可以用经验加以证明的假定或假设。
但是，实际上这两种表述都不能从根本上说明问题。
这些现象所反映的只是明显的事实（它们并不是任意的术语规定，因此，不能用实证主义的方法进行
“分析”），是不用假设就客观存在着的现实状况（规定最低工资标准是否会导致更高的社会福利水
平或者反之会导致更高的失业率以及加剧相对贫困化等问题。
人们既不能“尝试”，也不能“测试”。
因为人们清楚地知道，规定最低工资标准绝不可能导致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而只会造成更高的失业
率和更严重的贫困现象）。
上述现象的表述准确地说明了实证主义者和波普尔的门徒们认为不可能或不能科学地阐明的问题：即
非假设性的现实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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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康德的术语来表述，即先验的真实的综合判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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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自由与繁荣的国度》(精装)作者还就他所竭力捍卫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自由主义进行了系
统论述，尤其是有关自由主义原则、目的及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政策等多有精辟阐释，对于读者了
解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变会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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