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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

从维也纳
到世界贸易组织

新自由主义目前已成为 20 世纪末和新千年

时期所有错误的罪魁祸首。从这个一直被滥用的

词中可以看出，有人认为市场生来就具有优越性，

然而这个认识既物质又粗浅。尊崇和推行新自由

主义的代表人物包括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

尔和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

到目前为止，许多重要人物，比如查尔斯·莫

尔（撒切尔的官方传记作者）、奥利弗·莱顿（英

国保守派学者）和作家戴维·弗鲁姆都认为这是

人类自身造成的结果。他们抱怨称，一个人拥有

的房产越多，所欠的债务就会越多，而非安全性

越高，而且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是一个威胁，而不

是机会。

斯洛博迪安（Quinn Slobodian）的这本新作

就是一部从哈布斯堡帝国和维也纳灿烂的士人文

化到世界贸易组织的思想史。他认为，世人最终

构建起来的、占主导地位的世界经济秩序关心的

不是自由和自由放任主义及亚当·斯密的思想观

点，而是如何保护财产，使其免受社会主义和民

族主义的激进的政治需求影响。

本书无意描述全球化的金融基础设施，而

是将更多的笔墨花在如何构建当今的贸易机制之

上。书中不乏一些令人惊喜的洞察，这些洞察显

示了有多少关于全球化的现代观点—受关税壁

垒威胁，无法承受螺旋式下降的贸易—是源于

维也纳的。来自维也纳工商业协会的克莱夫·莫

里森 -贝尔（Clive Morrison-Bell）构建了一个关

于欧洲呆板的关税壁垒的实物模型；来自维也纳

商业周期研究所的奥斯卡·莫根施特恩（Oskar 
Morgenstern）用图片描述了大萧条期间不断萎缩

的全球贸易。

斯洛博迪安将他的研究建立在弗吉尼亚（大

众选择）和芝加哥（支持货币主义和放松管制）

学派的基础之上。新书中的两位关键学者—弗

里德里希·哈耶克和威尔海姆·罗佩科斯—对

人类历史上的三大事件做出反应：第一次世界大

战、大萧条和非殖民化。为此，这些思想先驱们

纷纷转向国际机构，以期在稳定的基础上建立一

个能保证财产权和国际劳动分工的机制。在能保

证超越国家且没有地域差别的潜在机构中，首当

其冲的就是国际商会，其次是国际联盟。

在斯洛博迪安的新书中，推崇新自由主义的

主人公们将该秩序视为平衡政治事务民主化的必

要条件。如果没有约束，民主主义可能会做出过

多（无法实现的）承诺。国内的宪法秩序可能是

一大制约，但是如果将秩序置于国际法律框架之

中，那么这种秩序就会比较安全。

总而言之，斯洛博迪安为我们奉上了一部较

为深入且饶有趣味的作品，尽管他的研究还可以

进一步深入。他说，书中的主人公维护财产的目

的只是为了维持现状。但是，这个解释并不具有

说服力：处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支持现代新自

由主义的父辈们面对的是 20 世纪 30 年代那个财

产可以被任意没收的时代—往往基于国家、种

族或宗教的身份—这是边缘化、去人性化和最

终造成破坏的本质内容。他们的分析不能用以反

对征税，甚至是高额的累进税制，前提是税收必

须公平公正的。对财产的维护反映了，同时也源

自于对人类尊严的更深层次的担忧。

哈罗德·詹姆斯（HAROLD JAMES）是普林斯顿

大学和IMF的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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