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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个国家国民每年的劳动,就是他们每年所消费的生活必需品以及便利品原始基金的源泉;这些消费的
生活必需品以及便利品就是这种劳动的直接产物,或者是用这种直接产物从其他国家交换而来的产品。
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出,一个国家所需的生活必需品以及便利品的供应状况,是受这种直接产物或用它来
换取的产品与消费他们的人数之间的比例影响的。
不过这个比例,在每个国家中必然会受到两种情况的影响:(一)国民在劳动过程中通常使用的劳动技巧,
以及从中表现出来的熟练程度和判断力;(二)从事有用劳动与非有用劳动的人数之间的比例.不论一个国
家的土壤、气候以及国土面积状况如何，在特定的情况下，该国的年供给是充裕还是匮乏肯定都是取
决于上述两个情况的。
而相较于第二种情况，供给的充裕还是匮乏更多地是取决于第一种情况的。
在未开化的捕鱼和狩猎国家中，任何一个具备劳动能力的人多多少少都是从事着有用的劳动，而且总
是竭尽全力，为他自己以及他家庭或者部落中的老人、儿童等（即那些丧失或不具备劳动能力的人）
提供所需的生活必需品以及便利品。
然而这些国家往往却是极端穷困的，生活相对悲惨，他们时常因为匮乏，而不得不直接杀死幼儿、老
人以及那些慢性病人，或者是遗弃他们，任其饿死或被野兽吞食。
相反，在那些文明繁盛的国家里，许多根本不劳动的人消费的劳动产物却时常10倍或者100倍于从事劳
动者消费的。
不过，整个社会的劳动产物数量和品种是极其巨大的，以致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充足的供应。
即便是最低级最贫困的劳动者，只要勤俭节约，能够享受到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也将比任何一个野
蛮人可以获得的要多得多。
本书第一篇所要探讨的主题便是;劳动生产力的这种改进的原因，以及劳动生产物在社会不同阶级人们
之间分配的自然顺序。
不论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通常使用的劳动技巧，以及从中表现出来的熟练程度和判断力状
况如何，在国家持续的发展进程中，其供给的充裕和匮乏还是取决于国民中从事有用劳动和非有用劳
动人数之间的比例的。
而在任何地方，这个从事有用劳动和非有用劳动人数都是与用来推动他们工作的资本数量以及资本运
用方式成比例的。
因此，本书第二篇所要探讨的便是：资本的性质、资本逐渐累积的方式以及资本运行的方式是如何把
不同数量的劳动投入运转的。
在劳动技巧、熟练程度以及判断力等各个方面都已经发展到相当程度的国家里，在劳动运用中队劳动
的管理和指导都遵循着极不相同的原则；然而对于增进劳动生产物来说，这些原则并不都是同样有利
的。
有些国家的政策对于农业的发展是相当有利的，而有些国家的政策则对于城镇产业特别有利，很少有
国家是能够同时即有利于农业又有利于城镇产业的。
自从罗马帝国崩溃以后，欧洲的政策，通常都是更有利于手工业、制造业和商业，而不是农业；即对
于推动城镇劳动力的发展是大大超过对于农业劳动力的发展的。
第三篇所要探讨的便是：提出和确立这种政策的各种有关条件。
虽然这些不同的原则最初或许是某些特定阶层的人出于私利和偏见所提出的，完全不会考虑到或预见
到它们对于社会公共福利的影响，然而它们却导致了各种极其不同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形成。
其中的某些理论特别推崇城镇产业的发展，而某些理论则特别推崇农村产业的发展。
所有这些理论，不仅对于学者，甚至对于君主和主权国家的公共行为，都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因而本书第四篇索要探讨的便是:上述理论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所产生的影响。
人民这个大集体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以及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为人民提供年消费的那些基金的性质
，是本书前四篇探讨和说明的主要对象。
最后一篇也就是第五篇所要探讨的则是：君主和国家的收入。
在这一篇中，我将竭尽所能说明:(一)什么是君主和国家的必要开支，其中的哪些部分应由全社会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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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担，哪些部分应由社会的某一特殊部分，或社会的某些特殊成员来负担；（二）整个社会可以用什
么不同的方式来负担整个社会的开支，以及这各种不同方式的主要利弊；（三）什么促使了几乎所有
现代国家以其收入的一部分作为担保发行公债，以及这种公债对于社会的实际财富，即土地和劳动的
年产物产生了何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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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富论：西方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共分五篇，囊括了政治经济学原理、经济史、经济学说史和
财政学，可以说既是一部经济学的百科全书，也是经济学的一部奠基之作。
虽然它体系庞大，内容广泛，但首尾一贯，结构严密。
全书始终围绕的一个主题，就是如何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
《国富论：西方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前四篇的目的，在于说明广大人民的收入是怎样构成的，并说明
供应各时代各国民每年消费的资源，究竟有什么性质。
第五篇即最后一篇所讨论的，是君主或国家的收入。
　　《国富论》全称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读者对象：想学习西方经济学，对国家形势的所有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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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英国) 亚当·斯密  译者:樊冰亚当·斯密（1723～1790），西方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之一。
他的《国富论》被誉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之作。
在当时，即以此书名闻天下，在一次政治家的聚会上，亚当斯密姗姗来迟，所有人包括英国首相即刻
起立迎接。
斯密请他们先坐，权倾天下的首相却答道：“不，您先坐下，我们再坐，我们都是您的学生。
”被后世奉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将一生都献给学术，终生未娶，没有子女。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富论>>

书籍目录

第一篇  劳动生产力提高的原因第一章  分工第二章  分工的起源第三章  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第四章  
货币的起源及其使用第五章  商品的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或其劳动价格与货币价格第六章  商品价格的
组成部分第七章  商品的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第八章  劳动工资第九章  资本利润第十章  工资与利润随
劳动与资本用途的不同而不同第十一章  地租第二篇  资产的性质、积累和用途第一章  资产的划分第二
章  作为社会总资产的一个特殊分支第三章  资产本积累或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第四章  贷出取息
的资本第五章  资本的各种用途第三篇  不同国家中第一章  财富的自然发展第二章  罗马帝国衰亡后欧
洲古代国家农业所遭受的挫折第三章  罗马帝国衰亡后城镇的兴起与发展第四章  城镇商业对农村改良
的贡献第四篇  两种政治经济学体系第一章  商业或重商主义的原理第二章  限制国内能生产的外国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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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地第八章  关于重商主义的结论第九章  重农主义,把土地产物看做是各国收入或财富的唯一来源或主
要来源的各种政治经济学体系第五篇  君主或国家的收入第一章  君主或国家的费用第二章  一般收入或
公共收入的来源第三章  公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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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劳动生产力提高的原因及劳动产物在不同阶层中分配的自然顺序第一章  分工    劳动生产力上
的极大提高，以及劳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技巧，熟练程度和判断力，很大程度上似乎都是分工的结
果。
    通过对个别制造业中分工状况的考察，便不难理解分工在社会运作中产生的结果。
通常的观点是，在一些极不重要的制造业里分工最细。
当然也许和那些重要制造业相比它们并没有真的分工更细，而只是这类不甚重要的制造业的目的仅仅
是供给少部分人的少量需求，因此它们所雇佣的工人数量较少，而各个工作环节所雇佣的工人通常都
可以被集中在一个工场内，旁观者可一览无遗。
而那些大制造业，目的是供给大部分人的大量需求，每个工作环节都需要大量的工人，雇佣的工人数
量较多，因此势必不可能把这大量的工人集中在一个工场内，旁观者看到的最多也只是某一环节的工
人。
所以在这种大制造业中，尽管实际上生产过程比小制造业划分得更加细密，但由于这种划分不像小制
造业那么明显，因此很少让人觉察，容易给旁观者造成大制造业分工不如小制造业细的假象。
以制针业为例，它是一个很微小的制造业，但它的分工却时常引起人们的注意。
一个工人，若对于这份职业（分工已使制针业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没有受过一定程度的训练，又不
知道如何使用这种职业的机器（可能同样由于分工才导致这种机器的发明），那么便是再努力工作，
也许一天也制造不出1枚大头针，当然更不可能是20枚。
但是按现今的工作状况，不仅整个工作会成为专门的职业，而且又被严格地细分成许多部门，其中大
部分也同样会成为专门职业。
一人抽铁丝，一人拉直，一人切割，一人削尖其一端，一个磨光另一端，以便装圆头。
但仅仅是做圆头，就要求有两三道不同的操作，装圆头，涂白色，甚至用纸包装都是一项专门的职业
。
这样，一枚大头针的制造就被划分为18种操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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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藏富于国，不如藏富于民。
”在两百年前的英国，“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即以《国富论》证明上面的观点。
联想当前争议的热点，到底是国进民退，还是优胜劣汰？
到底是意识之争，还是利益作祟？
让我们翻开《国富论:西方经济学的奠基之作》。
亚当斯密这样写道：“当社会最大部分的分子穷苦无依，则那个社会断然不能昌盛而安乐。
”两百年后的今天，温总理对此书推崇备至，曾如此评价：“《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在我心
中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
”《国富论:西方经济学的奠基之作》所赢得的赞誉如下：经典名著西方经济学的“圣经" 、经济学的
百科全书 、影响世界历史的十大著作本书之一 、影响人类文化的100本书之一、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
经典译作 、对人类发展进程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书籍。
然而《国富论:西方经济学的奠基之作》的诞生却与一场战争有关。
时间倒回到1776年。
那一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
亚当斯密为了阻止大英政府武力镇压殖民地起义者而游走于国会之间，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政府直接
干预并不比由市场调节带来更多的社会效益。
他大声疾呼：市场经济会由“无形之手”来调控。
身为一介学者，亚当斯密没有能阻止英美之间的战争。
但是我们却因此有幸能拥有一部跨时代的巨著——《国富论》。
两百年后，独立战争的双方都站在了世界强国之列。
无论是赢得独立的胜利者，还是失去殖民地的失败者，他们在强国开启之路过程中却都采用了亚当斯
密的理论。
有时候，在利益面前，真理看上去似乎不堪一击。
但是，时间是最公正的审判者。
孤独一生的学者在1790年7月17日与世长辞，享年67岁，在去世前将自己的手稿全数销毁。
然而，他的《国富论》经历两百多年的岁月，依旧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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