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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选择》

内容概要

1980年的时候，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连续十个星期播放了一套电视节目，名字叫做“自由选择”。本书
的内容同这个节目所涉及到的一样。不同之处在于，电视节目限于时间不得不删除或只一笔代过，本
书的论述却比较系统和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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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选择》

书籍目录

前言
导言
第一章 市场的力量
第二章 控制的专横
第三章 危机的剖析
第四章 从摇篮到坟墓
第五章 天生平等
第六章 学校的问题在哪里？
第七章 谁保护消费者？
第八章 谁保护工人？
第九章 通货膨胀的医治
第十章 潮流在转变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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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选择》

精彩短评

1、自由市场的伟大
2、作者发现现行的制度和政策存在的问题，从解决问题的出发点给出了一些建议，但真正解决这些
问题在现在任何国家都不是朝夕可得的，但具有实际可操作性的建议是光讲些空理论强太多的。
3、版本太老了，有机会在看一遍新版的
4、别被政府卖了还帮他数钱
5、弗里德曼是货币学派的创始人，学校大概只会教凯恩斯那套，正好应了政府需要管控的需要，也
是有点厌了，想看看别人是怎么说法。弗里德曼看来是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本身主张简单说来就是
回归自由经济，限制政府权力，他论证的方法是择取各个领域政府管控的问题，然后逐条反驳，然后
主张只有放开自由市场才行，这种思路就逻辑上说是不能成立的（由论点不能得出结论），因此有点
削弱我的信任。不过就他的主张还是让我长了见识，负所得税，凭单计划，还有对组织攫取权利的步
骤，实行大政府种种不良之处，对我来说最大的意义就是有了和凯恩斯相对的想法让我视野更开阔一
些
6、经典，但学经济把脑子学傻的人很多。一般人读完这本书大概要花一两年时间解毒。
7、可作入门用。“（理论上）只有一种医治通货膨胀的方法：即放慢货币增长率。”
8、对我思想的又一次强烈冲击。原来有这么多东西是政府强加的。原来有这么多东西会在政府不参
与的情况下变得更好。——而这么多的东西里面又有这么多是我一直认为理所当然的。
9、the man for freedom
10、简单易懂，推荐！
11、译者在后记的最后还表示不同意作者对天朝的评价 — —!，不是“商榷”那种有礼貌的不同意，
而是赤裸裸地说一句作者错~~~还说作者的学术方法是错的... 真是中国特色翻译后声明。。
12、我觉得这本书的人文思想是对的,但是他的经济内涵和政策意义或许有待见证...
13、引人入胜的一本书，读后获益匪浅。
14、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无法截然分开，都体现人的自由意志；放弃自由意味着奴役，即使奴役的本
质被养老金、最低工资和社会保险等美妙的糖衣所包裹。人们追求自身经济自由，避免政府干预经济
，阻止政府不断扩权的冲动，弗里德曼给出了可行的过渡性解决方案。
15、2014-04-26 「（理论上）只有一种医治通货膨胀的方法：即放慢货币增长率。」
16、对于现在的宏观经济形势，弗里德曼最应景的一句话就是：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个货币现象。
17、“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渡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
权力;为保障这些权利，人们建立政府，政府的政党权力来自被治者的同意;当任何形式的政府破坏了
这些目的，人民就有权、有责任改变它或将它推翻，以便按照以上原则重新构建政府。”
18、读的kindle版，分分钟被洗脑
19、醍醐灌顶，随便翻开一页看都能有所收获。大师之作。
20、没有金科玉律，道理可以推翻；即便有毒，不妨尝尝。这个世界很荒唐。强烈推荐一读
21、比起《经济学原理》更能引发我对经济学的热情，内容通俗易懂，当然对于政府不要影响市场我
还是有一些个人的看法。
22、什么叫真正的自由，以及自由的选择，这本书真的很好的阐明了
23、/20160822/ 举的例子都很有意思，可以一看。但《自由选择》此书的诸多论证恐怕是不完整不严
谨的，流于辩论，所以并不适于入门。
24、其实我没怎么看懂=_=
25、以其昭昭，使人昭昭
26、很想读这本书，他的资本主义与自由 读起来有些费劲可能是我不是经济学科的原因，但觉得这本
会对自由的表述会更加深刻详述。可惜，国内的版本都阉割了。。
27、阿狗写作模板
28、非常棒的描叙，让我觉得很想去香港
29、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关于平等与自由的讨论。由于是自由主义观点，所以深得我心！
30、其实不是很成体系，但就算拿来入门也要好过霍布豪斯。
31、觉得有意思，读过好几本书都是哲学家或经济学家在广播里念的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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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选择》

32、美国80年代发生的事，现在正发生在中国
33、人生第二本经济学读物，所以它算是我的经济学启蒙导师，简直太棒！感谢这本书！
34、等读完了自由主义，再去看看左派们。
35、这里面讲的很多经济学的原理，本来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给讲的太复杂。比如说最低工资法会伤
害到本来它想帮助的人，很简单的道理，却啰啰嗦嗦说了许多。其他的都还好
36、右派的堡垒
37、连我都能看懂了。作为科普级的读本，我实在太满意了，全五分。
38、一本科普读物。Our society is how we make it. Freedom is a tenable objective only for responsible
individuals.
39、确实很好看，世界在变革中前进。
40、工资税，养老保险，社会保险原来都是美国新政的措施，现在全世界都在实施，这些措施好不好
呢？有哪些危害呢？原来一直困惑的问题在这里得到了解答。
41、如果人民的所得依公平来定，又由谁来决定什么是公平的呢？＂这样的问法真是叫人陡然一惊。
42、翻译有点问题
43、手执凶器的强盗在抢劫的时候常说，“你要钱还是要命？”这也是一种选择，但谁也不会说这是
自由的选择，说受害者的交换是自愿的。我们的许多自由，大部分时候正是借助于我们自己而被剥夺
的。 
44、还有个10集的视频片
45、问题总会有，需要付出代价和牺牲利益者，但是不见得会好转，因为问题总会有。
46、绝对值得一看，挑战常识但是耐人寻味，比如义务教育真的必要吗？
47、对于经济学门外汉的我来说，了解了不少理论要点。但其中的一些观点还有待商榷吧。
48、傅利民书里写的和我在生活中接触到的完全一致，而且内容今天看来仍然不过时，这就是智者的
魅力。
49、毕竟对美国经济不太了解，读起来生涩，以后了解一些了再读罢。
50、在读原版看一会儿就觉得整页的字母再爬，这个世界不会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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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选择》

精彩书评

1、弗里德曼，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芝加哥学派领军人物，其人事迹传奇，经济学直觉敏锐，智慧过
人。该书作为其代表作品，文风泼辣，对于现实问题之洞察力惊人，现实被剥去层层面纱，本质显现
，利害洞明。市场的力量惊人，效率惊人。反对市场机制的理由，诸如对于平等的追求以及市场失灵
现象的存在，都成为政府干预或者其他代替价格机制的政策分配机制出现的原因。弗里德曼对此不以
为然。在他看来，对于平等的追求往往失去自由，进而恶化一般消费者的权益乃至于追求平等的初衷
反而不能实现，而对于自由的尊重本身则是保证机会平等的前提条件。市场失灵的问题仅仅在于利益
蒙蔽，换言之，仅仅是认识层面的问题，而非现实层面的问题，代替机制的代价也很大，特别是官僚
机构的低效率、相应的保护协会行业联合会的存在本身就会形成市场势力，使得市场失效。最后是在
应用层面，对于包括教育、医疗、福利社会、工会等等层面的剖析，良好的动机，也即以利他心、以
利益代言人的身份出现的组织与机构，其结果往往产生对利己心的自由市场的侵害与践踏。事前的过
渡担忧导致更好的市场机制无法有效运行。书籍经典，读之益智。极力推荐！
2、从读书馆借来很久，一直未能静下心来细读。今晨等洗衣机时瞄了两眼，关于管制那一章。联想
现实，相信能带给中国的读者很多启发。一个缺少信仰的社会，需要这种思潮。中国不是没有思潮，
思潮也无所谓好坏，只是现在的中国，需要改变的确实太多。自由，不是为所欲为，是在不影响损害
别人的情况下有充分选择、行动的权利。呼喊自由的人，不一定就是真正的人——the man for free。
3、每当我读到第九章 通货膨胀的医治，的时候，总感觉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2008年底的四万亿，
大家都经历过：初期的全国振奋，09年，10年房价物价的暴涨，以及11年到现在的经济滞胀。每一个
过程都被记录在了这部四十年前的著作中。    现世版的推背图
4、看封皮的名字，以为是一本鼓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书籍。翻翻才知道是货币学派的经典著作。
说是货币学派的书，但本书并不是全讲货币，主题是抨击大政府带来的问题，比如金融电信运输管制
、工会、福利、环境保护、教育等等。其中很多章节，我们都能看到一个正在崛起大国正在的出现的
问题。另外，关于通货膨胀的那章，看完了让人直冒凉气，大规模增发货币耗时6-9个月，如果不继续
刺激、货币增发率不继续上升，那么N个月后就开始滞涨，产业开始萧条。（N的具体数字请参阅原
文）知道温表态要维持刺激政策的原因了吧。大家算算时间吧。
5、学经济学的时候就知道弗里德曼这个主张自由主义的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有幸在老师的推荐下再
阅读了他的著作《自由选择》。在读这本书之前，从直觉上我就感到发展经济最重要的就是给人们充
分的自由选择的权利，弗里德曼在书中给出了各个方面详细的论述，政府宏观调控的最终影响必然会
是无效的。书看完后，我又下载了1980年上映的那10集同名纪录片看，我觉得弗里德曼一个很核心的
思想就是经济发展不要掺杂政府的因素，强制力对经济总会有负面影响。看完这本书后我又看了刘瑜
写的《民主的细节》，她从美国社会所发生的各种小事情来分析美国的民主社会，其实可以把《民主
的细节》看作《自由选择》第五章的现实例子。不过《民主的细节》更多是论述政治上的机会平等、
人格平等；而《自由选择》的思想则是通过对自由和平等的论述来说明自由放任经济的巨大功效。在
阅读这本书的之前，我只是一定程度上感觉自由放任的经济会对社会产生更大正面作用，毕竟最早接
触的经济理论也是市场调节“看不见的手”，弗里德曼加深了我对这个的思想认识，更加明确的感觉
出市场的力量足以调节经济体运行过程中的种种矛盾。从苏联到中国，事实也证明了计划经济无法满
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也正是我最初有政府管制行不通这个感觉到来源。在读书的过程中，从读导言
开始我就被作者的经济自由理论折服，也认识到了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我也愈发觉得中
国必须冲出这么一个政府主导的经济制度，靠市场的调节来达到经济平衡。
6、如果你只能读一部的经济学作品---》你选择这本书有史以来最好最通俗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之一！
7、米尔顿 弗里德曼，我所推崇的大师，书中对自由选择的阐述，让我如痴如醉，并彻底的改变了我
的思想，当你再遇到问题时，不妨用自由的角度去做换位思考，相信一定能得出个不同的答案。当然
此书也有可能将你变为一个十足的愤青。
8、（以下不是对书的内容的评论，而是对书本身的评论）从厚度上来看，这本书只有326页；从内容
上看，也几乎没有涉及高深的经济学术语和公式，阅读起来较为轻松。加之是弗里德曼写给广播的稿
件整理而来，称之为“小册子”是很合适的。就算不了解弗里德曼的思想，从本书一开始亚当斯密式
的论证也能看出他的自由主义观点。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深入浅出，依据史实、统计数据以及基本的
经济学知识一步步推出在各个领域里自由贸易和市场的重要作用。在标题中我使用了“力量”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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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选择》

，是因为它成功地将我从政府调控的支持者变为自由市场的支持者。我一度以为这种思想上的巨大改
变，于我而言，只能发生在阅读了某部鸿篇巨著之后；不期撞见了这本小书，大师的娓娓道来直接对
我形成了碾压。原来像《共产党宣言》《常识》这样的小册子，真的能够有很重大的作用。====对
书中唯一的质疑就是，美国是一个观察自由市场成长的理想试验田，但是为什么出现了倾向于管制和
扩张权利的政府以及洲际商务协会等组织？
9、米尔顿·弗里德曼是货币学派创始人，以自由放任资本主义闻名，获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据说
在20世纪的经济学家中，只有凯恩斯可以与之相提并论--不管这是不是官方认证，有这个提法就足以
证明他的牛气了。这本《自由选择》是与其夫人罗斯·弗里德曼的夫妻档经典作品。我看的是mobi电
子版，按照最后的版本信息页的说明是198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在豆瓣上搜索这本书的信息的时候
，看到最近有2008年机械工业出版社的版本，有意思的是在这个版本下面有译者发的一个声明。里面
说，译者做的很多注解和某些部分的翻译在最终出版的时候被出版社删掉了--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
所以译者最后建议说还是直接读英文原著比较好。虽然英文原著应该能够读下去，但看书的速度就要
大打折扣，也不一定能够领会的更好--所以为了用母语来读这书的自由，必须得放弃原汁原味的要求
；这书为了能够在国内出版的自由，也必须要忍痛割些爱--这么说来，“绝对自由”这个概念在现实
中就未免有些虚幻。当然了，两位弗里德曼也并非要鼓吹经济中的完全的绝对的自由。自由总是有一
些限度，所以我们总还是需要有一个政府来稍稍的管制自由。不过在弗里德曼们看来，这个管制的范
围应该尽可能的小。小到什么程度呢？大概就是能够保证社会上的人可以进行自由选择就好了。政府
作为强制力量需要惩罚所有破坏自由选择的行为，但所管的范围仅限于此，不可多哪怕是一点点了。
比如说教育。现代国家往往认为为公民提供基本的教育是国家的必要责任，至少是在高等教育之前的
。弗里德曼们举了很多的例子说，教育固然很重要，但把教育推给私人来做，而不是国家来管，是更
有效的方式。因为还是父母最关心自己孩子的教育，而不是抽象的国家，甚至是提供具体教育的老师
们。父母们自己聚集起来，评聘老师，建立学校，然后教育自己的孩子们。因为这个学校是由父母们
直接管控的，那么就可以对老师的教学有直接的要求，会带来更好的教学效果。同时，父母们自己出
钱办教育，并不用去养活原有的间接靠教育谋生的人（所谓公务员），总体上也节省了社会成本，应
该是个皆大欢喜的方案。当然，我私下里想，这个方案并不应该在中国这样各地区经济发展差异非常
大的环境下单独实施，否则恐怕也很有麻烦。又比如说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这个政府单位的设立
初衷是为了提供给民众放心的食品和药物，所以每当有新的药物出现，就必须拿给这个单位，经过仔
仔细细的认证有效并且没有毒副作用之后，才能够批准进入市场。从直觉上来讲，这是个很有正义感
的单位。弗里德曼们却对这个单位的设立提出了挑战。他们的逻辑是，这个药物批准的过程大大的增
加了新药研制的成本，因而一方面阻碍了药物研制的创新，另一方面也对现有的医药巨头们以变相的
政策保护，减弱了市场竞争。而且，可以想象的是，这个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会从心理上倾向于不批准
一个新药--因为他们难以承受批准一个有问题的新药所可能带来的医药事故的风险，而同时不批准一
个有效的新药是很难被人挑刺的（因为总有可能有毒副作用还未发现），这样的结果是使得药物的研
制大大的放缓了，从总体上来讲损害了社会的福祉。从另一个方面说，如果直接废除掉这个管理机构
，固然有些有问题的新药流入市场会引发事故，但这些新药会很快的被市场淘汰，而那些有潜力的新
药则得到了自由的用武之地，从总体上来讲可能对社会更有益处。再比如说交通运输业。弗里德曼们
很看不上美国的交通运输管制部门的成立，认为他们是造成一切交通业发展的麻烦的根源。尽管我们
也不缺少这些部门，但近些年我们却可以幸运的表示自豪，只要看看我们的世界少有的高铁动车就行
了--甚至还可以拿我家乡的县内公交的发展做例子。从我家到县城要坐公共汽车，这个汽车是在大路
边招手即停的。在比较久远的时候，票价是有点没准的--乡里乡亲的熟悉的可能少要点，不认识的多
拿点，特别是到了春节这一段票价可以涨个两倍三倍的；也还可以讨价还价一番，什么趣事都有。近
些年政府管理严格了，设定了固定班次，固定价格，到了春节也是个固定浮动了--浮动并不多。我一
向把这个当作是政府管制的经济发展的一个好例子。但是今天一想，似乎有点问题--虽然是固定价格
了，但这个价格其实是比以前的平均价格要高的。当然，这可以用通货膨胀来解释，但也许有另外的
解释方法。因为事实上是，现在的这个公交系统雇用了远比以前更多的人，而这些多的人，并不是多
出来的汽车的司机，而是车站的管理人员和随车的售票员（为的监督司机不能拉私活）--他们并不直
接创造产值，而是从和以前同样容量的公交系统里分食利润。这么想来，至少是存在着可能，如果没
有政府的强力监管，而是把所有的公交路线放开给私人，也许我们现在会有更低的票价和更好的服务
吧。自由选择总免不了与平等过招--发展经济当然好，但也不能太不道德了阿。弗里德曼们认为这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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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个问题，如果是谈的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事实上是，自由选择跟机会平等没有任何不相
容的地方，甚至于后者还是前者得以良好实施的先决条件。但自由选择与结果平等是不相容的。如果
不管做什么都得到同样的受益，人们就失掉了利用自己的选择权的动力了。不管自由选择是不是最终
的良药，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经济活动（也包括其他大量的社会领域内的活动）是复杂的，在我们
良好的愿望和可行的手段之间有着很长的一段距离，而这段距离充满着未知，让人难以看清。也许，
在我们真正弄清楚手段和目的之间的明确的因果关系之前，先不要着急做什么，让人们自行其是，不
失为一个可行的方式把。
10、一本好书。但愣是被“自由主义者”们的摇旗呐喊给恶心了。这本书的序言里说，此书继承自资
本主义与自由。可是注意到没有，在本书里弗里德曼去掉了关于种族歧视的讨论，显然他大概也估计
到了“对于我们这些相信收入差距与种族无关”这个假设的不靠谱之处。　　　　其次，我很想问问
老弗关于中医的看法，估计会让科邪教很失望。　　　　另外某些时刻梦想着当3K党的人竟然会支持
弗里德曼，你抱怨的那些个“非主流反美教育遍地成灾”难道不是弗里德曼所倡导的？
11、此书介绍了一种美好而又遥远的（至少对我）自由世界，心向往之，并且对当下许多问题的症结
做了精确解析，（咱们现在刚好快要达到30年前的美国的程度），只是我们要如何努力才能达到自由
选择的目的呢。
12、如果在好人做不了好事和坏人干不了坏事这两者之间选择的话，我首先会选择后者，后者是由法
律来解决的，而前者应该由道德来决定。法律解决最基本的问题，让道德解决最高级的问题。中国的
问题在于，从立国的一开始，就用最高级的手段来解决最初级的问题，这显然会留下许多的空白。也
就会有许多不符合人性的地方，用这样的管理方式势必会存在问题，只有把后者的问题解决好了，我
们才能解决好人去做好事的问题。
13、自由一直以来都是人类的美好理想，而这理想一直以来也都若即若离地飘忽在我们左右。无论是
政治自由还是经济自由，都不曾真切地触碰。我们不知道真的经济上自由了会是什么样，更不知道政
治上自由了会是什么样。社会似乎是一个令人琢磨不透的庞然怪物，挥舞着自由这把双刃剑，什么时
候才会将其刺痛刺醒，没有人敢下定言。自由选择是种美好的状态，可是办不到，任何社会制度下都
不曾实现。对于平民而言，我们往往是没有选择余地的。可同时我们又要依赖于这种无从选择的安排
，正如洪流中的浮沫，可以不关心流向地存在着。不管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还是二者的混合，都
没有找到绝对的真理。实践所检验出来的只是一个个的阶段措施，有的对了也有的错了。实事求是地
迈步是好的，但路不一定能一直正确。人类没有足够地智慧来掌控社会与市场的庞大，似乎也没有足
够的信心不做出错误的决策。可自由选择毕竟是方向，也是市场运行必不可少的润滑剂。医疗与教育
从以前到现在一直是亟需政府解决的大问题，毫无疑问在很远的将来里也会是。因为牵涉的利益和矛
盾太大太广太深远，问题的解决也显得太困难。几届政府的表现似乎都是以束手无策而告终，然而问
题依然存在，而且矛盾日深，改革再难，就是试也是要去试的。正如作者所述，也有很多书面上的办
法，可理论的周全无法增益推进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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