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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赋税论》是现代经济学奠基性的经典名著，作者在本书中最早系统地提出了政府怎样征收和使用赋
税，才能促进财富增长，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

赋税用于国家国防、行政、司法、宗教、教育、公共事业、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费用是合理的，
可以增强国力，增加国家财富，维护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和保障社会经济的稳定运行，但需要一个有
效的监督机制确保其能够被公开、公平、公正地使用。
赋税是从生产、流通、消费的财富流中的分流，可以起到调整社会财富分配，调节经济流的作用，所
以在现代社会，赋税已经成为国家政府对经济宏观调控的一种重要财政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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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威廉·配第(1623-1687)，古典经济学和统计学的创始人，被马克思誉为“英国政治经济学之父”，是
现代经济学的创始人。
配第把经济学研究对象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运用统计和数学方法来分析经济现象，并最先提出
了劳动价值论的一些根本命题。
他否定了重商主义的许多观点，第一次提出科学地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方法，最早提出了“税收原则
”一词，并提出“公平”、“确定”、“简便”、“节省”的赋税四原则。
配第在经济学上的最主要贡献在于，他为近?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赋税论》是配第的代表作。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赋税论>>

书籍目录

出版者的话
作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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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2.若要详尽地阐述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对货币进行深入的研究。
有关货币的秘密，有如神秘的深海，我已经在讨论其他问题的时候顺带讨论了。
这里，我想尽我所能谈一谈我赞成和反对有关提高或贬低货币价值的理由。
首先我们来讨论一下关于货币价值的贬损问题。
3.铜币和锡币，若是按照其原材料本身的价值流通，那么其价值是不会贬低的。
而铜币和锡币之所以比银币价格低廉，是因为它们不如银币那样轻巧和便于携带。
铜币若是按照铸造工艺和金属材料两者的价值流通（这种铜币的正反两面都雕刻着精致的人物肖像和
花纹，看起来就像是勋章一样），那么其价值也不会贬低。
但是，如果这种铜币的数量过多（至于怎样的数量算是过多，怎样的数量算是过少，其衡量的标准是
怎样的，在这里我还不确定。
在下面的段落中，我还会讨论精炼的一磅银币中，最恰当的铜含量应该是多少，一百磅银币中，最恰
当的铜含量又应该是多少，那时我们再来讨论这个问题），就另当别论了。
因为这种银币的精湛的铸造工艺除具有观赏价值之外就别无他用，所以，如果这种银币数量过多，那
么它就会变得很普通，从而就会造成这种银币价值贬低。
4.那些为了零售交易中找零钱的方便而私自铸造的代货币，其价值也不会贬低。
当然前提是这些私自铸造代货币的人确实能够用真金白银将那些代货币换回去。
5.但是我认为，如果金币中掺人过多的银和铜的话，金币的价值就要贬低。
当然这金币中掺人适量的银和铜是必要的，因为金的自然属性过于柔软，仅用金制成的货币在流通中
会磨损得很快，添加银和铜可以增加金币的硬度，但是不能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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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配第在政治经济学的几乎一切领域中所做的最初的勇敢尝试，都一一为他的英国的后继者所接受，并
做了进一步的研究。
在1691年至1752年这段时间，⋯⋯比较重要的经济著作，无论赞成还是反对，总是涉及配第的。
　　——卡尔·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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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赋税论(全译本)》：“美国财政经济学之父”，最具代表性的著作，社会财富在分配的思想之源。
第一次提出科学地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方法，最早提出了“税收原则”一词，并提出“公平”、“确
定”、“简便”、“节省”的赋税四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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