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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生产的伦理》

内容概要

金融危机之后，为避免实体经济陷入低迷，世界各国（包括中国）都采取了一系列刺激政策来恢复经
济和信心。这些政策当中就包括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增加货币供应量。这样做可谓立竿见影，但可能随
之而来的通货膨胀却不能不让人担忧，一旦猛虎出笼，为害更甚。那么通货膨胀的危害在哪里，根源
又在何处呢？对此，本书给出了一个大胆然而彻底的解决方案。一般人们都关心货币取得和使用的伦
理问题（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也关心货币供应量是过多还是过少，但少有人会对国家发
行货币、规定法定货币的行为本身产生怀疑，即货币生产的伦理问题。作者从奥地利学派主张私有产
权和市场机制的基本观点出发，对国家垄断货币生产的伦理正当性提出质疑，指出法定货币才导致了
法定或授权的通货膨胀（fiat inflation）,这进而导致一系列在社会、文化乃至精神方面的严重后果。作
者呼吁变革现有的货币体制，认为解决之道并不是要废弃纸币，而是要废除国家在货币生产上的一系
列特权，允许公民自由选取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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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金融危机之后，为避免实体经济陷入低迷，世界各国（包括中国）都采取了一系列刺激政策来恢
复经济和信心。这些政策当中就包括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增加货币供应量。这样做可谓立竿见影，但可
能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却不能不让人担忧，一旦猛虎出笼，为害更甚。那么通货膨胀的危害在哪里，
根源又在何处呢？对此，《奥地利学派译丛：货币生产的伦理》给出了一个大胆然而彻底的解决方案
。一般人们都关心货币取得和使用的伦理问题（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也关心货币供应量
是过多还是过少，但少有人会对国家发行货币、规定法定货币的行为本身产生怀疑，即货币生产的伦
理问题。作者从奥地利学派主张私有产权和市场机制的基本观点出发，对国家垄断货币生产的伦理正
当性提出质疑，指出法定货币才导致了法定或授权的通货膨胀（fiat inflation），这进而导致一系列在
社会、文化乃至精神方面的严重后果。作者呼吁变革现有的货币体制，认为解决之道并不是要废弃纸
币，而是要废除国家在货币生产上的一系列特权，允许公民自由选取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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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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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货币生产的伦理》的笔记-第四章

        七种最广为流传的谬论

2、《货币生产的伦理》的笔记-摘录

        廉价信贷的必然结果就是道德衰败，这尤其体现在那些将廉价信贷用于扩张公共福利制度的国家
。这种衰败带给我们极为熟悉的症状：高离婚率，婚姻的减少，母亲传统的社会经济角色的消亡，单
亲儿童、肥胖症、瘾君子、同性恋的增多，教堂活动的减少，不可知论、无神论、恶魔崇拜和自然崇
拜的扩散，品味标准在几乎所有艺术门类中的蒸发，还有不幸福感和意志消沉的普遍抬头。这也太保
守了吧。

读完了导论，话说作者没有提及到哈耶克的货币的非国家化，这还是蛮让我感到奇怪的。
一个商品要被人们自发的选择作为交易媒介，必须要有人需要它的非货币性价值（其自身价值），必
须要有销路，也就是必须被广泛的买卖。有了起初为该商品的非货币性价值支付的价格，以后的买家
就能够合理的预期转卖它时的将来价格。可以说，支付给非货币用途的价格是商品用于间接交换的现
实基础⋯⋯于是，货币性需求就附加到了最初的非货币需求之上，因此，货币商品的价格就包含了货
币性和非货币性两种成分⋯⋯商品的货币用途最终依赖于其非货币用途⋯⋯货币最初就是用来消费的
，适销性是货币的真正本质之一。对于作者的上述论述，我持强烈的怀疑态度，在我看来，一种物品
成为货币所唯一要求的就是人们对于其能够成为货币的预期，这种预期的建立不一定要系于所谓的商
品的非货币性价值，其维持就更不一定了。
话说贝类的非货币性价值在哪里呢，金银的非货币性价值呢，的确，金银可以用来装饰，不过，我甚
至怀疑，这种用途可能是在金银成为货币之后才确立的。
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阶段，纸币曾在自由市场中自发出现过⋯⋯12世纪的中国采用纸币同样也是
因为统治者的强迫和强制。交子最初是以私交子的形式出现的，用作纸质货币凭证（那些发行交子的
富商们很有可能已经变成作者所说的部分准备金银行家了），后来才被公交子所取代，这时就有点纸
币的意味了，不过有宋一代，纸币都是可以兑换为金属货币的，金朝晚期可能实行过某种强制性的措
施来推行纸币，而完全的不可兑换的纸币系统，只是在元朝才得以推行的。

在作者所说的自由社会中，100%准备金银行一定会在竞争中打败部分准备金银行吗，我不认为是这样
的。的确，部分准备金银行有可能会因为挤兑而破产，但部分准备金银行的收益也要远远的大于100%
准备金银行，从而可以收取客户更少的费用或者提供更多的利息，在此情况下，谁胜谁负难说着吧。

作者对于宗教的执着实在是令我不解啊。

3、《货币生产的伦理》的笔记-第144页

        古典金本位制也还是有很大的不足。它毕竟不是自由公民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各国政府的决断
。世界因为它而又了一个共同的本位币——黄金。但这个本位制的确立确实源于各国政府强行禁止了
所有其他的货币选择。它的终极效果是为各国政府最终控制本国货币体系提供理由，而非给世界公民
一个高效的货币体系。因此，古典金本位制很难说是自由的堡垒。

我们之所以强调这些事实，是因为很多自由市场的支持者相信，古典金本位制近似于货币体系中的天
堂。但它的这个声誉是名不副实的。古典金本位制与其后的货币体系只是程度上，并非在实质上有所
不同，而后者业已受到各种和我们主题相同的文献普遍而恰当的批判。

********************************************************************************************************

Page 10



《货币生产的伦理》

*******

我还是认为有些人把金本位神圣化了，我依旧坚持哈耶克的自由货币竞争的理念。

http://www.douban.com/note/181262801/ 《本位制的延伸思考——货币之锚》

4、《货币生产的伦理》的笔记-第17页

        刚看个开头，作者从货币的本质出发讨论问题。以前一直认为它是信用凭证，发行者相当于间接
拥有大部分资源，可以通过超量发行货币不劳而获，相信读完能更好地理解货币的属性。

5、《货币生产的伦理》的笔记-第110页

        ·从趋势上看，纸币体系下公共债务的增长并不会与货币供应量保持一致的步调，而是比货币供
应量的增长节奏快得多。

·过去的30年间，所有主要的西方国家都见证了货币供应量以及私人债务和公共债务呈指数形式的暴
增。

·简言之，不消除道德风险的源头——法令型通货膨胀——而试图消灭道德风险，唯一的出路就是建
立一个苏联式的中央计划经济体。

·我们现在讨论纸币的关键并不在于它们是纸币，而在于它们是法令性纸币。

6、《货币生产的伦理》的笔记-第4页

        诚然，我们的结论看似相当激进。但是面对巨大的邪恶，每个人都不应当害怕采用强硬的立场，
这里我们面对的法令性货币制度就是一种巨大的邪恶。不过，我们的目的不在于推动一项政治方案，
我们仅努力使读者熟悉为货币制度作道德评估所必要的事实依据。

7、《货币生产的伦理》的笔记-法定货币法

        格雷欣定律：被高估的货币将被低估的货币逐出市场。

复本位制
　　如果法定货币法制订不同贵金属钱币之间的法令性兑换比率，那么该货币体系就被称为复本位制
。
　　由于格雷欣定律，应该允许黄金和白银通货在*自由浮动*的兑换率下生产和使用（并行本位制）
，否则会导致通缩，政府可利用此差额牟利。

货币凭证的法定货币特权：
一、铸币成色减低：
1.劣币的生产、替换过程中（时间），当市场参与者意识到此事，就会囤积旧币，导致通缩。
2.损害债权人。
3.破坏国际贸易，减少长期投资。
4.如果特权无差别地被授予所有钱币，建立在竞争性基础上的法定钱币生产就等于毁灭通货。

二、用法定货币法保护部分准备金的货币凭证（尤其是银行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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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不会有上述的任何弊端。这种法令性通胀：允许政府从其公民获得铸币税，同时也没有减损它的其
他收入，没有伤害他的债主，没有干扰本国融入国际劳动分工，也没有完全废止银行也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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