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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最重要的自由主义理论家”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A.Von Hayek，1899
－1992）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一个自然科学世家。
“一战”结束后，哈耶克就读于维也纳大学，于1921年获法学博士学位，并于1923年再获政治（社会
）学博士学位。
1927年至1931年，他担任奥地利经济研究所所长。
1931年初，哈耶克受邀前往伦敦经济学院访问，并发表系列经济学专题演讲，同年受聘为伦敦大学经
济学和统计学Tooke讲座教授；1938年归化英国，并于1944年当选为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
1950年，哈耶克受邀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担任社会与道德科学教授一职，并成为该校“社会思想委
员会”成员。
1962年，他回到欧洲，担任西德弗莱堡大学经济政策教授直至1967年退休；同年回到他自己住过的奥
地利，担任萨尔茨堡大学名誉教授。
除了出版《自由秩序原理》（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1960）、《法律、立法与自由》（三卷本）
（Law，legislation and Liberty，1973，1976，1979）、《致命的自负》（The Fatal Conceit Erors of
Socialism，1988）和《通往奴役之路》（TheRoad to Serfdom，1944）等20余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著作外
，哈耶克还于1947年4月发起成立了著名的自由国际学社——“朝圣山学社”（The Mont Pelerin Society
），并担任首任主席。
1974年，因在经济学领域的开创性贡献，哈耶克与冈纳·缪尔达尔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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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自由主义理论家”，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在其理论建构过程中从知与无知
的知识观出发，充分论证了自生自发秩序及其型构条件、规则和法治理论、正义理论和宪政理论，系
统性地建构了一个庞大而环环相扣的精妙理论体系。
本书以四部哈耶克著作，即《自由秩序原理》、《法律、立法与自由》、《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和
《哈耶克论文集》为基础，根据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理路，抉取哈耶克理论中的若干重要
的核心概念，编选了这本《哈耶克读本》，以帮助读者相对便利地进入到哈耶克的理论当中去。
    全书分七个部分，分别讨论了哈耶克自由主义知识论、方法论个人主义、自生自发社会秩序观关于
自由的论辨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法治下的自由观念、法律观与规则观、否定性正义观和“有限民主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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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果说竭力贬低有关特定时空之情势的知识的重要性乃是当今一种时尚的话，那么这种情形实是
与变化（change）本身的重要性在今天蒙遭贬低这个事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的确，一些变化的发生必定会要求人们对生产计划做出重大的修正；然而，就这些变化的重要性和频
繁性而言，“计划者”（通常都是以一种不甚明确的方式）做出的假设与其反对者所做的假设却差别
甚大，因为“计划者”的假设完全忽略了这一点。
当然，如果人们事先就能够制定出时间跨度较长且事无巨细的经济计划并使之得到严格的实施和遵循
，从而不再需要制定任何重大的经济决策，那么制定出一项调整一切经济活动的总体计划的任务也就
容易多了。
　　我们也许有必要强调指出，经济问题始终是由变化所引发的，而且也唯有变化才会产生经济问题
。
如果事情一成不变或者至少按照人们的预期那样去发展，那么也就会产生任何需要进行决策（即制定
一项新计划）的新问题了。
如果有人认为变化——至少是日常的调整措施——在现代社会已经变得不甚重要了，那么他无异于是
在主张，经济问题也已变得不太重要了。
出于这个缘故，那些坚信变化的重要性正日渐降低的人，通常也就是那些宣称经济方面的因素因为技
术知识变得日趋重要而退居次位的人。
　　在现代生产拥有精密仪器的情况下，是否就真的只有在建立一家新工厂或引进一种新的生产工序
的时候才偶尔需要进行经济决策呢？
一旦一家工厂落成，所有剩下的问题是否就真的只是些可以由该家工厂的性质所决定的技术问题了，
而且也不再需要做什么变动就足以适应日益发生的不断变化的情势了？
　　的确，有相当多的人都对上述问题给予了肯定的回答。
然而根据我的考察，他们所做的这种回答却是得不到商人或企业经营者所具有的实践经验证明的。
在一个竞争的行业中（单单这样一个行业就能够起到一项检测的作用），避免成本上升这项任务要求
人们做出持之不懈的努力，而我们知道，仅此一项任务就会消耗掉经理们的一大部分精力。
一个低效无能的经理浪费掉作为获利之基础的差别成本（thedifferentials）实在是太容易不过了；此外
，即使技术设施相同，生产成本也可能极不相同。
我们可以说，所有上述情况都是商业领域中的常识，但是从经济研究的文献来看，经济学家却好像并
不熟知这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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