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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通往奴役之路》一书在哈耶克的学术生涯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这本书为他赢得广泛的注意，他的
世界性声誉就是由此奠定的。
他在这本书中论证道，当时正在计划中的福利国家不是为个人自由的战斗在和平时期的继续，倒是朝
着专制的方向迈出了一步。
因此，他认为追求计划经济，其无意识后果必然是极权主义。
为了反对这种计划经济，哈耶克有力地重申了他一贯坚持的古典自由主义观点，同时，也允许适度的
政府活动，但这仅限于符合他的法治概念的那些活动形式。
应该强调的是，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包括对许多有用的社会制度的赞赏，但这些制度只能是人的自发行
动的后果，而不能是人设计的结果。
这一论点是从休漠、亚当?斯密和苏格兰历史学派那里继承过来的，它在哈耶克的著作中占据了重要位
置。
由此出发，哈耶克认为，良好的社会不是简单地依赖于在政府所提供的法律框架内追求私利，相反，
它应依赖于一套复杂的法律、道义传统和行为规则的框架，这套框架的特点应该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所
理解和认同。

　　《通往奴役之路》从问世直到今天，一直在学术界中存有争议。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本书本身的内在悖论。
我们知道，哈耶克这本书的观点来源于关于市场和其它非主观设计的制度所具有的“自发秩序”的特
性的思想。
这种思想使哈耶克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使他不可避免地陷于社会进化和团体选择的争端之中。
他对选择机制特点的论述与自由主义的关系并不总是清楚的。
这些论点的非理性特征与其高度理性的几近乌托邦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形成鲜明的对照。
《通往奴役之路》一书所存在的这种缺陷，日后也为作者本人意识到，他在后来出版的《自由宪章》
和《法律、立法和自由》三部曲中，多处涉及这个难题，试图将古典自由主义与“进代”的主题结合
起来。
至于这一尝试成功与否，尚有待评说，但哈耶克及其著作无疑对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对政治思
想领域中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兴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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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哈耶克(1899-1992)Hayek，Friedrich
August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
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
生于奥地利维也纳。
先后获维也纳大学法学和政治科学博士学位。
20世纪20年代留学美国。
先后任维也纳大学讲师、奥地利经济周期研究所所长、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德国弗莱堡大学教授
等。
1938年加入英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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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竞争的没落和垄断的兴起在各国出现的历史顺序，有力地证明了这个结论。
如果这些现象是技术发展的结果或“资本主义”演化的必然产物的话，我们理应希望它们会在那些具
有最先进的经济制度的国家里首先出现。
事实上，在19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的年代里，它们却首先出现在当时还是比较年轻的工业国家美国和
德国。
特别是在被视为代表资本主义必经的演进过程的典型国家德国，自从1878年以来，卡特尔和辛迪加的
发展，受到周密的政策的有系统的扶植。
政府不仅使用了保护手段，而且用直接诱导最后并使用强制的方法，推动管制价格和销售的垄断组织
的产生。
在这里，在政府的帮助下，对“科学的计划”、“工业的自觉的组织”首次伟大的实验，导致了巨型
垄断组织的产生。
这些发展在英国出现同样情况以前50年的时候，已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
主要是由于德国的概括该国经验的社会主义理论家，特别是桑巴特的影响，竞争制度不可避免地会发
展为“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才广泛地为人们所接受。
在美国，一种高度保护性的政策才使某种类似的发展成为可能，这似乎证实了这个概括的结论。
但是德国的发展比美国的发展更多地被视为一种普遍趋势的代表；引用一篇近来广泛地为人们阅读的
政治论文中的一句话说：“在德国，现代文明中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力量，已经达到了它们最先进的
形态”①，这已成为司空见惯之事了。
　　所有这一切的不可避免性何其少，而为深思熟虑的政策的结果又何其多，当我们考虑这个国家
在1931年以前的情势以及从这一年起英国也实行了普遍保护政策以后的发展情况时，就会明白。
除了少数已在较早时期获得保护的工业以外，这只不过是十多年以来的事，英国工业就整体而言，也
许和历史上任何时期一样是竞争性的。
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由于在工资和货币方面所采取的不相容的政策英国工业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但是
至少1929年以前各个年头，从就业和一般经济活动方面来看，还是比20世纪30年代的情况好。
只是在过渡到保护政策并随之而使英国经济政策普遍改变之后，垄断组织的增长才以惊人的速度进展
，并使英国工业变化到一种大家还几乎不了解的程度。
说这种发展和这一时期中的技术发展有任何关联，说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曾在德国起过作用的技
术上的必然性现在又在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出现，这种说法的荒谬程度，并不逊色于墨索里尼的话(本
章开头所引)中所包含的主张，即意大利必须先于其它欧洲民族废除个人自由，因为意大种的文明比其
它民族先进得多!　　就英国而论，认为看法和政策的改变仅仅是实际情况的无情改变的结果，看来是
有一定道理的，因为这个国家总是远远地跟随着其它国家的思想的发展。
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尽管公众舆论仍然拥护竞争，但是外部事件使他们的希望落空，因而工业的垄
断组织仍不断成长。
但是，当我们考察这种发展典型即德国的情况时，理论和实际的真正关系就变得更清楚了。
在那里，遏制竞争是一项深谋远虑的方针大计，它是为了实现我们现在叫做计划的那种理想而采取的
，这是没有疑问的。
在继续走向完全有计划的社会的进程中，德国人以及一切模仿他们的人们，只不过是遵循19世纪思想
家们，特别是德国思想家，为他们设计出来的方针而已。
其实，过去60年或80年的思想发展史就是一个说明这个真理最好的例证：在社会演进中，没有什么东
西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
    认为现代技术进展使计划成为不可避免的这一主张，也能用另一种不同的方法来加以解释。
它可能是指我们现代工业文明的复杂性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除了集中的计划以外，我们不能希望有
效地加以处理。
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对的——但是在他们所主张的那种广泛的意义上则不然。
例如，大家知道，现代都市所产生的许多问题，像由于地域密切相联而产生的许多问题一样，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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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竞争而得到适当的解决。
但是在现代文明的复杂性作为要求集中计划论点的那些人的心目中，最重要的并不是像“公共事业”
这类问题。
他们通常提出的是，由于对整个经济过程获得条理分明的了解越来越困难，如果要不使社会生活因混
乱而解体的话，就有必要用某种中央机构来进行调节。
　　这种论点完全是从一种对竞争作用的误解上产生的。
使竞争成为适当的实现这种调节的唯一方法的，正是在现代条件下劳动分工的这种复杂性，而绝不是
竞争只适用于比较简单的条件。
如果条件是如此简单，以致只要一个人或一个机关就足以有效地观察到所有有关事实的话，那么要实
行有效的控制或计划就根本不会有什么困难。
只有在必须考虑的因素如此复杂，以致不可能对此得到一个概括的印象的时候，才使分散的权力成为
不可避免。
但是，一旦分权成为必要，调节的问题就发生了——这种调节就是让各个企业单位调节它们自己的活
动去适应只有他们才知道的事实，进而促成他们各自计划的相互调整，由于没有一个人能够有意识地
权衡所有必须顾及的因素，它们关系到如此众多的个人的决定，因而使分权成为必要，很显然，要完
成这种调节，不是通过“有意识的控制”，而只有通过具体安排，向每个企业单位传播它必须获悉的
消息，以便使它能够有效地调整自己的决定以适应其他人的决定。
并且因为常常影响着各种商品供求条件的变化的细节，绝不可能由任何一个中心对它加以充分的了解
，或很快地把它收集起来和传播出去，这时候需要的是某种记录工具，自动地记录所有的个人活动的
有关结果，于是它所表现的征象便同时既是一切个人决定的结果，又是一切个人决定的指南。
　　在竞争之下价格体系所提供的正是这种记录，而且这种任务没有任何其它东西可望完成。
价格体系企业家只要像工程师注视少数仪表的指针那样，注视较少数的价格变动，就可调整他们的活
动以适应他们同行的行动。
此处的重要之点在于：只有竞争普遍发生时，也就是说只有在个别生产者必得调整自己的活动以适应
价格的变化但不能控制价格的变化时，价格体系才能完成这种职能。
整体越复杂，我们就越得凭借在个人之间的分散的知识．这些个人的个别行动，是由我们叫做价格体
系的那种用以传播有关消息的非人为的机制来加以调节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我们曾经必须凭借有意识的集中计划发展我们的工业体系的话。
我们就绝不会达到它现在所达到的这样高度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灵活性。
和分权加上调节这种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法相比，集中管理这种方法便更显得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笨拙、
原始和范围狭小的方法。
分工之所以能达到使现代文明成为可能的程度，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它并不是被有意识地创造
出来的，而是人们无意间摸索到的一种方法，它使分工能够远远超过计划所能达到的限度。
因之，它的复杂性的任何进一步的增长，并没有使集中管理成为更加必要，而是使我们应当使用一种
并不依靠有意识的控制技术这一点比以往更显得重要。
　　还有另一个把垄断组织的发展和技术进步联系起来的理论，它所使用的论据几乎正和我们适才讨
论过的相反。
虽则这种理论不常被清楚地说明，但它也具有相当的影响。
它认为并不是现代技术破坏了竞争，而是正相反，除非给予保护使它免受竞争的影响，就是说除非给
予垄断权，否则便不可能利用许多新的技术的潜力。
这样的论证不一定像有些有鉴别力的读者可能猜疑的那样是欺骗人的论证。
因为明显的答辩——即如果一项用以满足我们需要的新技术确是比较好的话，它就应该能够经得起一
切竞争——并不能抹煞这个论证所涉及的一切事例。
无疑在许多情况下。
这种论证仅仅被有关方面用作一种辩护的形式。
甚至更为常见的是，它也许是基于一种混淆——即从狭隘的工程观点看的技术上的优越性和从整个社
会观点看值得想往性这两者之间的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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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言　　当一位社会事务的专业研究者写了一部政治性的书时。
他的首要职责就是清楚地在此加以说明。
这是一部政治性的书。
我不想以社会哲学论文这种更高雅虚妄的名称来称呼它，以此掩饰这一点，尽管我未尝不可以这么做
。
但是，无论名称如何，根本点仍是我所说的一切源自某些终极价值。
我希望在这部书中还适当履行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职责：毫不含糊地阐明全部论证所依据的那些终极
价值是什么。
　　然而，有一件事我想在此加以补充。
尽管这是一部政治性的书，但我像任何人一样可以肯定，书中所申明的信念，并非取决于我的个人利
益。
为什么似乎如我所愿的那种社会给我带来的好处，会比给这个国家①绝大多数人民带来的好处更大，
我无法找出任何理由。
其实，我的那些信奉社会主义的同事常常告诉我，作为一位经济学家，在我所反对的那种社会里，我
应当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当然，前提是我得让自己接受他们的观点。
我觉得同样肯定的是，我之所以反对这些观点，不是因为它们不同于伴我成长的那些观点，既然它们
正是我年轻时所坚持的观点，而且正是这些观点使我将经济学研究作为职业。
对那些依据流行的时尚在每一个政治主张的申明中寻找利益动机的人来说，或许可以容我附带说一声
，我有各种合适的理由不必写作或出版这部书。
它必定要冒犯许多我希望与之和睦共处的人们；它也迫使我将我觉得更能胜任并且从长计议我觉得更
重要的工作搁置在一边；而且，尤其是，它肯定不利于接受那些更严格的学术工作的结果，而这种学
术工作是我倾心向往的。
　　假如我不顾这些，而把这部书的写作当成我不可逃避的责任，这主要是由于现时代有关未来经济
政策问题讨论中的不寻常的和严重的情况所致，这些情况几乎尚未为公众充分地意识到。
实际情况是大多数经济学家多年以来已被战争机器所吸收，并因其官职在身而缄口不言，结果，有关
这些问题的公共舆论，在令人吃惊的程度上为外行或怪异者、为居心叵测者或卖狗皮膏药的人所操纵
。
在这种情况下，一位尚有闲暇从事写作工作的人，难以将忧虑缄藏于心；当前的种种趋势必然在许多
人心中引起这种忧虑，只是他们无法公开表达它们罢了——尽管在不同的情况下，我会乐于把有关国
家政策问题的讨论，留给那些对这项任务更有权威、更能胜任的人去做。
　　本书的中心论点最初曾在一篇名为“自由与经济制度”的文章概述过，这篇文章发表于1938年第4
期；后来，它被增订重印成为H·D·吉迪恩斯教授为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主编的(1939年)之一。
承蒙上述两种出版物的编辑和发行人的慨允，使我得以引用原文某些段落，在此我谨表谢忱。
　　1943年12月　　于剑桥伦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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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通往奴役之路(修订版)》从问世至今，一直在学术界中存有争议。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本书本身的内在悖论。
我们知道，哈耶克这本书的观点来源于关于市场和其他非主观设计的制度所具有的“自发秩序”的特
性的思想。
这种思想使哈耶克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使他不可避免地陷于社会进化和群体选择的争端之中。
他对选择机制特点的论述与自由主义的关系并不总是清楚的。
这些论点的非理性特征与其高度理性的几近乌托邦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形成鲜明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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