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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货币的非国家化》是哈耶克晚年最后一本经济学专著。
他在书中颠覆了正统的货币制度观念：既然在一般商品、服务市场上自由竞争最有 效率，那为什么不
能在货币领域引入自由竞争？
哈耶克提出了一个革命性建议：废除中央银行制度，允许私人发行货币，并自由竞争，这个竞争过程
将会发现最好的货币。
本书出版后在西方引起强烈反响，由此引发的争论至今没有结束。
本书系首次译为中文出版。
    本书是哈耶克晚年——事实上是自1945年出版《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或者更准确地说从1941年
出版未完成的《纯粹资本理论》以后——所写的唯一一本经济学专著。
他在书中颠覆了正统的货币制度观念：既然在一般商品、服务市场上自由竞争最有效率，那为什么不
能在货币领域引入自由竞争？
哈耶克提出了一个革命性建议：废除中央银行制度，允许私人发行货币，并自由竞争，这个竞争过程
将会发现最好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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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1899～1992），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197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哈耶克是米塞斯的学生，并曾在米塞斯的领导下工作。
1931年被任命为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科学与统计学教授，哈耶克的主要著作包括《通往奴役之路》、《
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货币的非国家化》、《致命的自负》、《自由秩序原理》、和《法、立法
与自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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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第三版前言第二版前言第二版说明前言序言第一章 现实的建议　货币的自由贸易　比乌托邦
的欧洲货币更现实的建议　银行业的自由贸易　防范政府掩饰货币之贬值第二章 上述方案背后的原则
之普遍化　经济学家没有讨论过货币间的竞争问题　政府垄断货币最初的优点第三章 政府垄断铸币的
起源　政府对于金属重量和成色的保证　纸币的出现　控制纸币的政治与技术可能性　货币的垄断支
撑着政府的权力第四章 政府的垄断权一直在被滥用　历史基本上就是政府制造通货膨胀的过程　中世
纪前期的局部性或暂时性通货紧缩　专制制度一直在压制商人创造稳定货币的努力第五章 法币的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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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章 关于格雷欣法则的错误认识第七章 并行货币及贸易性铸币的有限经验　并行货币　贸易性铸币
第八章 让私人发行的货币流通起来　私人发行的瑞士“达克特”　稳定但不固定的价值　通过竞争控
制价值第九章 发行不同货币的银行间的竞争　竞争的效果　“一千只猎狗”：警觉的新闻媒体　三个
问题第十章 关于货币定义的一些题外话　货币与非货币之间并无清晰的界限　虚假的精确性、统计测
量和科学的真相　法律拟制与有缺陷的经济学理论　含义与定义第十一章 控制一种竞争性货币的价值
的可能性　通过出售／回购通货和（短期）放贷进行控制　通货发行的政策　关键因素：持有通货的
需求量　竞争是否会扰乱该体系　寄生性通货会妨碍对于通货价值的控制吗？
第十二章 公众将选择哪类货币？
第十三章 货币的哪种价值？
第十四章 货币数量论对于我们讨论的情形没有用处第十五章 通货供应的可欲反应第十六章 自由银行
业第十七章 不再会有一般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
第十八章 货币政策既不是可欲的、也是不可能的第十九章 比固定汇率更好的纪律第二十章 应否会存
在分立的通货区？
第二十一章 对于政府财政与开支的影响第二十二章 转轨的问题第二十三章 防范国家第二十四章 长远
前景第二十五章 结语讨论题1950年到1975年纸币贬值情况简表参考文献货币的选择：终结通货膨胀之
道通往一种自由市场的货币体系未来的价值单位货币的市场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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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现实的建议　　我想为不久的将来提出一个建议，可借此机会探讨一个涉及面非常广泛
的方案，这个建议即：　　共同市场各国，以及欧洲的全部中立国（如果可能的话，以后也可以加上
北美国家），通过一项正式条约，互相约束自己不对彼此之货币跨越其边界线的自由交易、以及在其
境内合法设立之任何机构同样自由地开展银行业务设置任何障碍。
　　这就意味着，首先要允许人们可以在订立合同和会计账目中充分自由地使用这些国家中任一国发
行之货币，也需废除限制货币在这些国家之间流动的一切形式的外汇控制或管制。
而且，它也意味着这些国家的银行可根据其在本国成立之同样条款，在他国任意设立其分支机构。
　　货币的自由交易　　这一方案的目标在于，对现行的货币和金融机构施加一种极为必要的纪律，
使任何国家在任何时间段中都不可能发行一种与其他国家之货币比较起来明显地不那么可靠、也乏人
使用的货币。
一旦公众熟知了这种新的可能性，任何偏离这一提供某种诚实货币的正确方式的做法，都将导致人们
立刻用他国之货币取代此一正在遭到损害的货币。
而各个国家将不再能够运用其现在能够运用的、通过“保护”其货币暂时掩饰其行为之后果的那些措
施，相反，它们将受到约束，将其货币维持在尚可容忍的稳定状态。
　　比乌托邦的欧洲货币更现实的建议　　我认为，这一方案要比创建一种新的欧洲货币的乌托邦方
案更为可欲、也更为可行，欧洲货币方案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使所有货币灾难的起因和根源--政府垄断
货币之发行和控制--更为顽固。
假如这些国家确实不准备采用上面提出的更为有限的建议，那按理他们更难接受某种欧洲共同货币。
完全剥夺政府所拥有之货币垄断权的想法，确实有点过于突兀，如果在不远的将来就采行此方案，大
多数人甚至会有点惊恐。
不过，只要从一开始，允许各国政府发行之货币为讨好公众而展开竞争，则人们是会逐渐了解此种方
案之优势的。
　　尽管我坚定地支持通过允许货币在西欧国家间完全自由的流动来完成西欧经济一体化的目标，但
我怀疑，通过创造某种由超国家之当局管理的新型欧洲货币的方式而实现这一目标是否可取。
各成员国极不可能就该超国家之货币当局在现实中所追求之政策达成一致，撇开这一点不谈，即使在
最为有利的情况下，它也极不可能比目前的各国货币管理得更完善。
而且，一个单一的国际性货币，如果管理不当，在很多方面，不是比一种民族国家货币更好，而是更
糟。
它将使一国中熟悉金融领域的公众，甚至根本就没有机会躲避那些被严重偏见控制着的官员的决策所
导致的恶果。
某种国际货币管理当局的优势主要应当是保护某一成员国不受其他成员国的有害措施之影响，而不应
迫使成员国赞同它的蠢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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