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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富论：国家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是亚当斯密的代表作，探讨了如何促进国财富的增长
问题，内容包括资金的性质、资金逐渐积累的方式以及根据资金投入的不同途径如何把不同数量的劳
动投入运转等五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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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条约第七章　殖民地第八章　关于商业体系的结论第九章　农业体系——政治经济学中把土地生产
物视作每一个国家的收入和财富的惟一或主要来源的各种体系第五篇　君主或英联邦的收入第一章　
君主或英联邦的费用第二章　社会的一般收入或公共收入的来源第三章　国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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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一个只有极少数人能达到中等水平的职业里而能表现突出，这就是所谓天才或卓越才干的最主
要标志。
伴随这种卓越能力而来的公众的赞扬经常就构成了对他们报酬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是大还是小，要看
对他们的赞扬的程度的高低。
就医生来说，它构成了其报酬中相当可观的一部分；而在法律界，也许还更大些；在诗歌和哲学界，
它几乎构成了全部。
　　有些才能是非常令人愉快和美丽的，具有这种才能的人通常可以博得某种赞美；但是如果运用这
种才能去谋取利益，出于理性或偏见世人就会把他们视作公开卖淫。
因此，用这种方式赚钱的人，他们的货币报酬不仅须足以支付他们为获得这种才能所花去的时间、劳
动和花费，而且还须补偿他们以此为生而招致的名声上的损失。
演员、歌剧歌手、歌剧舞蹈演员等，他们报酬之所以非常丰厚就是基于这样两个原则：罕有的才能和
美丽，以及由于以这种方式来运用其才能而获得的不好的名声。
乍一看来，显得十分荒谬：我们鄙视他们的为人，而对他们的才能又给以最丰厚的回报。
不过正因为我们鄙视他们的人格，所以我们又必须厚酬他们的才能。
如果世人对这样一些职业的看法和偏见一旦改变，他们的货币报酬很快就会降低。
更多的人就会去从事那种职业，而这种竞争很快就会把他们的劳动价值降低下来。
这种才能虽然远非人人所有，但毕竟并投有少到想象的那种程度。
许多人们具有这种才能，甚至达到了完美的程度，但他们不屑于去利用它们。
而且更多的人也完全能够学到这种才能，如果凭借这种才能能够很体面地得到一切的话。
　　大多数人对于自己才能的过于自负是历代哲学家和道德家所说的一种古老的恶行。
而对于自己会走好运的荒谬的推测却不大被人们所重视。
而且，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后者还更普遍。
没有一个身体和精神都还可以的人不对自己会走好运抱有几分幻想。
每个人对于成功的机会多少总是过高的估计了，而对于失败的机会大多数人又过低估计了；而且没有
一个身体和精神健康的人不是对自己估计过高。
　　成功的机会通常是很自然地被过高地估计了。
这一点我们从认购彩票的人普遍指望成功这一事就可看得清清楚楚。
世界上从来就没有，而且今后也不会有完全公平的彩票，即全部所获弥补全部所失。
因为那样经营者便会从中一无所得。
在国营彩票中，彩票实际上并不具有认购者所支付的价格，而市场上又通常是按超过其实际价值的20
％，30％，甚至40％的价格出售。
产生对彩票的这种需求的惟一原因就是人们对获得某种大奖的妄想。
最清醒的人也并不认为花点小钱以赚取10镑或20镑的机会为愚蠢；哪怕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花的那一
点小钱也许已比那个机会所值还要高出20％或30％。
如果一种彩票中没有一个奖是超过20镑的，那么即使在其他方面它比普通国营彩票更接近于完全的公
平，认购这种彩票的人仍会不多。
为了有更多的机会得奖，有些人同时购买几种彩票，另外一些人海种买一点以便多买几种。
不过，数学中恐怕没有一个定则比这个更确定的了：那就是你冒险买的彩票越多，你输的可能性越大
。
你可以冒险买所有的彩票，但你输是肯定的。
你购买的彩票数目越大，你就越接近亏损。
　　我们从承包人的微薄的利润可以看出，损失的机会常常是被低估了，低于其实际价值。
不论是火险保险还是海难保险，为了把保险作为一种行当，普通保险必须足以补偿普通的损失、支付
经营的费用以及提供资本投入任何一普通行业所可获得的利润。
一个投保人如果交纳的只是这么一点，显然他们付出的还只是危险的真实价值，或者说，他所能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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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望保险的最低价格。
虽然许多人通过经营保险赚了一点钱，但几乎没有人靠它发了财。
单纯从这一点来看就已经十分明显，保险业中得利的与损失的通常相抵，并不比许多其他发财的行业
更为有利可图。
不过虽然保险费一般都很低廉，许多人却多轻视危险，而不愿去支付保险费。
从整个联合王国来说；平均20户中就有19产，甚或，100户中有99户都没有参加火险保险。
海难对大多数人来说应是更惊人的了，因而投保的船只远大于未投保的船只数目。
然而，一年四季，甚至在战争时期总还是有许多船只投有投保。
这样做有时可能并不是出于粗心。
一个大的公司，甚至一个大的船商，他拥有二三十只船在海上航行，他们似乎可以相互保险。
在它们身上节省下来的保险费除补偿在一般情况下可能遭受到的损失外还可能有余。
不过，忽视船只的保险以及类似情况下的房屋保险在大多数场合都并不是由于进行了这种精细计算的
结果，而只是由于轻率和傲慢，轻视可能出现的危险的结果。
　　轻视危险和傲慢地指望成功这两种现象在年轻人选择职业的时期表现得比人生中任何时期都活跃
。
在那个时期对不幸的恐惧抵挡不住对好运气的希望，这从普通老百姓热情登记参军或出海航行，比从
上流社会中青年人渴望进入所谓自由职业，看得更加明显。
　　一个普通士兵可能损失的是什么是十分明显的。
然而，青年志愿者如果没有考虑到个人危险，是不会像爆发了战争那样那么踊跃报名的，虽然他们提
升的机会并不多。
然而在他们年轻的幻想中他们设想他们有千万次的机会获得荣誉和表现自己，尽管那些事情后来从未
发生。
这些浪漫的希望就构成了他们流血的全部价值。
他们的薪俸低于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收入，而在服役期间他们的疲劳却比普通过去者大得多。
　　　　人的勤劳能够购买或生产的每一种商品的数量，在每一个国家中自然地是根据对它的有效需
求或根据愿意支付生产它和把它送往市场所需支付的全部地租、劳动和利润的人的需求而调节着自己
。
但是没有其他任何商品能比金银更加容易或更加准确地依照这个有效需求来调节自己。
因为，由于这些金属的体积小价值大，没有任何其他商品比它们能更加容易从一个地方输送到另一个
地方，从便宜的地方输送到昂贵的地方，从超过有效需求的地方输送到有效需求不足的地方。
比方说，如果英格兰对黄金的有效需求超过了本地所有，那么邮船就会从里斯本或其他有黄金的地方
运来可以铸造500多万几尼的50吨黄金。
但是如果有效需求是同等价值的谷物，那么进口谷物5几尼1吨，将需要100万吨的航运，或载重1000吨
的船只1000艘。
英格兰的所有海军船舰会都将不够。
　　由任何一个国家进口的金银超过了有效需求，政府的任何警惕都无能阻止其出口。
动辄处死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法律都将无能使金银保留在国内。
从秘鲁和巴西不断进口的金银，超过了上述两个国家的有效需求，使得这两个国家的金银价格低于相
邻各国家。
反之，如果任何一个国家金银的数量不能满足其有效需求，致使金银价格上涨得高于相邻各国的价格
，那么政府并不需劳神去进口金银。
如果政府阻止进口，政府也不能奏效。
当斯巴达人有财力购买金银时，金银就冲破了革克尔加斯法律反对金银进入内斯得蒙的所有障碍。
所有严峻的海关法都无能阻止荷兰和戈登堡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进入英格兰，因为它们比不列颠印度公
司的茶叶要便宜些。
然而，1磅茶叶的最高价格以白银支付通常是16先令，而1磅茶叶的体积大约是16先令的体积的100倍，
是同一价格的黄金的体积的2000多倍，因而走私茶叶比走私金银也要困难那么多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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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是由于金银从富足的地方运往稀缺的地方容易，金银的价格不像其他大部分商品的价格那样
不断地波动，其他大部分商品在市场出现过剩或短缺时，由于它们的体积大阻碍了他们的流动。
诚然，金银的价格也不是全然没有波动，只是它的变化通常是缓慢、逐渐而且是统一的。
例如，在欧洲有人认为(这种看法也许是没有多少根据的)，在本世纪以及上世纪的过程中，由于从西
属印度不断地进口金银，使得他们的价值一直在不断地贬值。
　　但是，为了使所有其他商品的价格立刻可以感觉到明显地提高或降低，对金银的价格作出任何突
然的变动，就会需要在商业中进行一场像发现美洲时所引起的革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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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言　　每个国家的年劳动就是向国家提供一年所消费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原始基金，而这
些消费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不是国家年劳动的直接产物，就是用该劳动产物从别国购买来的产品。
　　由于这个产物（或者说用它购买来的产品）与消费它的人数之间保持着一个时大时小的比例，这
也就将是一个国家随时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所得到的供应的好坏。
　　不过这个比例在每个国家必须受两种不同条件所调控：①受国家通常运用的劳动技巧、熟巧和判
断力的调控；②受用于有用的劳动的人数与用于非有用的劳动人数之间的比例的调控。
不管一个国家的土壤、气候或幅员如何，国家的年供给充裕或是匮乏在那个特定环境里必须取决于上
述两个条件。
　　而这个供给的充裕或匮乏看来更多地还取决于两个条件中的前者。
在狩猎和捕鱼的野蛮国家中每一个能够工作的人多多少少都是从事有用的劳动，而且是竭尽全力，同
时他也能为他自己或者为他家庭中或部落中年岁太大，或太小，或体弱不能狩猎和捕鱼的人提供他们
所需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
不过，这些民族的生活都是极端悲惨和穷困的，他们仅仅出于匮乏，经常被迫或者至少他们认为是被
迫必须直接杀死和有时遗弃他们的婴儿、老人以及患有缠绵的疾病的病人，让他们饿死，或被野兽吞
食。
反之，在文明和兴旺的国家中虽然有许多人没有劳动，而其中的许多人消费的劳动产物却10倍于、甚
至经常100倍于大部分从事劳动的人所消费的劳动产物。
而社会的整个劳动产物又是如此巨大，以致所有的人常常是都得到了充分的供应。
一个工人，甚至属于最低层和最穷困阶层的工人，如果他是节俭而勤劳的话，他就可以享受到比任何
一个野蛮人所可能获得的大得多的一份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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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和不同条件下的人们中的自然分配
的顺序，它们是本书第一篇所要探讨的主题。
　　不论任何一个国家在劳动运用中的技能、熟巧和判断的实际状况怎样，在那种状态的持续过程中
国家的年供应是充足或是匮乏必然取决于从事有用的劳动的人的数目与不从事有用的劳动的人的数目
之间的比例。
从事有用的和生产性的劳动的劳动者的人数今后看来在任何地方都应与用于把他们投入工作的资金的
数量以及资金运用的途径成比例。
所以，本书的第二篇探讨资金的性质、资金逐渐积累的方式以及根据资金投入的不同途径如何把不同
数量的劳动投入运转。
　　在技能、熟巧和判断方面相当进步的国家在劳动应用中对劳动的指导或导向遵循着极不相同的方
案；而那些方案并不是都同样地有利于劳动生产物的增长。
有些国家的政策对农村的劳动予以特殊的鼓励，有些国家的政策则对城镇的劳动予以特殊的鼓励。
自从罗马帝国瓦解后，欧洲的政策一直是对艺术、制造业和商业、城镇劳动的发展比对农业、农村劳
动的发展更加有利。
第三篇就是专门阐述引进和建立这种政策的各种条件。
虽然这些不同的方案也许最初是由某些特定阶层的人的私人利益和偏见所引进的，完全没有考虑或预
见到它们对社会的公共福利的影响，然而它们却促成了十分不同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其中的某些理论推崇城镇产业的重要性，某些则推崇农村产业的重要性。
这些理论不仅对有学问的人的观点有相当大的影响，而且对君主和主权国家的社会行为，也有相当大
的影响。
在第四篇中我已尽可能充分和清晰地对这些理论作了解释，并对它们在不同年代和不同国家所产生的
主要影响作了充分说明。
　　对于人民这个大的集体的收入是由什么构成的以及在不同年代不同国家为人民提供年消费的那些
基金的性质是怎样的是前四篇研究的对象。
第五篇，也是最后一篇探讨君主或联邦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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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篇中我竭力显示，首先什么是君主或联邦的必要费用，其中的哪些费用应由全社会的共同贡献
来支付，哪些应由社会某一特殊部分，或社会某些特殊成员的贡献来支付；其次全社会可以用什么不
同的方法来支持全社会义不容辞的那些费用，以及什么是每一种方法的主要好处和不方便之处；再次
，也是最后，是什么理由和原因使得几乎所有现代国家都用其收入的某些部分进行抵押或者发行国债
，以及这些国债对社会的实际财富、土地和劳动的年产量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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