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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卫·李嘉图(1772-1823)是英国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西方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
向中国读者全面介绍李嘉图的经济思想，无疑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
商务印书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经陆续出版了李嘉图的著作和通信集，依据的是英国经济学家彼罗
．斯拉法主编、M．H．多布助编的权威版本。
其中第一卷《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和第三卷《论货币问题》收录于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
名著丛书”，发行较广。
其他卷册则由于年代久远，市面上难以见到。
为了便于读者研读，我们现将李嘉图的作品重新整理，形成系统，作为《大卫·李嘉图全集》出版。
    为了全集体例的统一，我们在原有基础上对个别卷册做了修改和补充。
各卷册原有的前言、序言等，虽然带有时代的印迹，但都是出自名家之手，对读者理解李嘉图的思想
很有帮助，因此都予以保留，供读者参考。
另外，我们对照英文版《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将英文版页码作为边码标出，以便读者在各卷册之
间相互参见时对照使用。
    这套全集中一定还有许多错漏和不足之处，请读者们给予批评指正。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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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卷是李嘉图对马尔萨斯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系统评注，生动直观地反映了李嘉图和马尔萨
斯对当时的各种经济问题的分歧和争论，有助于读者理解经济学家们是如何具体分析经济问题并展开
论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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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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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原编者引言绪论(评注1-2)第一章 财富和生产性劳动的定义第一节 财富的定义(评注3)第二节 生产性劳
动和非生产性劳动(评注4-8)第二章 价值的性质和尺度第一节 价值的类别(评注9-12)第二节 需求和供给
对交换价值的影响(评注13-15)第三节 生产成本对交换价值的影响(评注16-21)第四节 商品所花费的劳动
，作为交换价值的尺度(评注22-34)第五节 货币，当其成本不变时作为价值的尺度(评注35-37)第六节 商
品所换取的劳动，作为实际交换价值的尺度(评注38-40)第七节 谷物与劳动之间的中点，作为实际交换
价值的尺度(评注41-44)第三章 地租第一节 地租的性质和原因(评注45-58)第二节 地租同耕种者的利润
和劳动者的工资的必然划分(评注59_．70)第三节 在社会正常发展中地租会趋于上升的原因(评注71-90)
第四节 促使地租下降的原因(评注91-95)第五节 现实农产量取决于现行地租和现行价格(评注96-103)第
六节 相对巨大的财富和相对高价的农产品之间的关系(评注104-105)第七节 促使地主错误地出租土地从
而损及公私利益的原因(评注106-108)第八节 在供养其本国人民的国家，地主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密切
和必然的关系(评注109-1l6)第九节 在输入谷物的国家，地主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评注117-125)第十
节 土地剩余产品概论(评注126-142)第四章 劳动工资第一节 劳动工资对供给和需求的依存关系(评
注143-144)第二节 影响劳动阶级的习惯的主要原因(评注145)第三节 影响劳动需求和人口增长的主要原
因f评注146-157)第四节 货币价值下降对劳动需求和劳动者处境的影响第五节 从以上关于近五个世纪谷
物价格和劳动价格的研究得出的结论(评注158-160)第五章 资本的利润第一节 取得生活资料的困难增加
时对利润的影响(评注161-164)第二节 资本与劳动的比例对利润的影响(评注165一171)第三节 现实事态
中起作用的一些原因对利润的影响(评注172-185)第四节 评李嘉图先生的利润理论(评注186-193)第六章 
财富与价值的区别(评注194-195)第七章 财富增长的直接原因第一节 略述研究的主要目的第二节 人口
增长，作为财富不断增长的一个促进因素第三节 积累，或将来自收入的储蓄投作资本，作为财富增长
的一个促进因素(评注196-219)第四节 土地的肥力，作为财富不断增长的一个促进因素(评注220-235)第
五节 节省劳动方面的发明，作为财富不断增长的一个促进因素(评注236-243)第六节 为了确保财富的不
断增长，生产力与分配手段结合的必要性(评注244-258)第七节 由地产划分导致的分配，作为提高总产
品交换价值的手段(评注259-262)第八节 由国内外贸易导致的分配，作为提高产品交换价值的手段(评
注263-283)第九节 由非生产性消费者导致的分配，作为提高总产品交换价值的手段(评注284-300)第十
节 应用上述原理，综述1815年以来劳动阶级的困苦(评注301-315)译名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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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马尔萨斯先生回答说，谷物的价值不是不变的，也许是比前降低了一半。
可是，就这一例子说来，假使情形是这样，绸的价值既没有上升，为什么你说它上升了呢？
两个说法是不能并立的。
你必须把你的标准看作是不变的，否则就不应当再把它当作实际价值的尺度。
    假定某某两种商品可以互相交换，这一种在市场中可以易得那一种的某一定量。
假定两者的价值，与一切其他商品相比或彼此对比时，突然都发生了变动。
用这一种商品可以易得的铁、茶、糖、等等的数量比前减少了，用那一种商品可以易得的这些商品的
数量比前增加了。
因此，用一种商品来估计时，显得一切其他商品都跌价了，用另一商品估计时，却显得其他商品都涨
价了。
    假使我们能够断定，除这某某两种商品外，别的都没有变动，假使我们知道，上面提到的那些商品
的任一种，其生产时所需要的劳动量彼此都完全相等，那么，茶、糖、铁、布就是这某某两种商品的
变动的准确尺度。
我敢信，马尔萨斯先生是不会否认这一点的。
假定这一种商品用以易布时，比前能多易得百分之二十，那我就可以确信，用以易铁或茶时，也可以
多易得百分之二十，假使劳动没有变动，就也可以多易得劳动百分之二十。
这时我就有理由可以说，这种商品的实际价值提高了百分之二十。
假定那一种商品的情形相反，用以易上述一些商品时，每种都比前减少了百分之二十。
这时我就同样有理由可以说，那一种商品的实际价值降低了百分之二十。
将两种商品互相估计时，一种会显得上升了百分之四十，另一种则发生了相应的下降。
要晓得，我在这里所作出的并不是出于己意的无理论证，我只是试图用一些商品在不同期间的价值，
同我有充分理由相信其价值没有变动的另一商品相比较的方法，来估计一些商品的实际价值的变动。
我用一批商品进行这样的比较时，马尔萨斯先生并不反对。
假使以黄金与一切其他物品对比时发生了变动，可以易得较多的数量，他会把这个叫作黄金价值上升
。
假使不是黄金而是铁、糖、铅等等发生了这样的现象，他仍然会作这样的说法。
但是，假使与一切其他商品比较时，谷物涨价了，或者是劳动涨价了，他就会说，涨价的不是谷物或
劳动——“这两者是我用的标准，你应当说，谷物和劳动依然不变，而其他一切商品跌价了。
”如果竭力向他解说，谷物的生产遭到了新困难——产地离开得比前远了，或者是由于使用的是较差
的土地，要获得某一定量，就得投入较多的劳动，等等——也是枉然。
他会承认，对处于相似情况的任何别的商品说来，这里所述确是价值上升的正确理由，但是对谷物说
来，既已被他采用作标准，尽管认为它的价值是可变的，对它就不能这样说了。
对他最适用的是他自己的意见：“我们实际上有权把谷物主观地叫作实际价值的尺度；但是，这样做
时，我们是在与惯常使用这些词时有所不同的意义上来使用它们的。
”“很明显，下定义的权，必须以下得恰当这一范围为限，必须以在所涉及的那门科学中使用为限。
”    长度只能用长度来计量，容积只能用容积计量，价值只能用价值计量。
而马尔萨斯先生认为，“实际交换价值这个词，用以表明换取实际财富或实际生活必需品的力量的增
减时，似乎是合理的，恰当的。
”他不说换取实际价值的力量，而是说换取实际财富的力量，他是用价值换取财富的力量来计量价值
的。
要么是马尔萨斯先生把财富看成是价值的同义词了吧！
不。
没有这回事。
他对两者之间的区别是看得很清楚的。
请看第3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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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他说，“然而，我们会看到，财富并不总是按价值的提高而成比例地增加的，因为在生活必需
品、享用品和奢侈品实际减少的情况下，价值提高的情况有时也会发生。
”某一定量的财富，除非其自身始终具有同样价值，是不能成为实际价值的尺度的。
但是，没有一种财富的价值是不变的。
机器可以使袜子两双的价值变成只是原来一双的价值；改进后的农业可以使谷物两夸特的价值变成只
是原来一夸特的价值。
然而，一夸特谷物和一双袜子所构成的，总是财富的同样部分。
财富是用它对人类提供享受时的效用来估计的；价值则取决于生产时的为难为易。
区别是明显的。
如果把二者说成一样，就会引起莫大的混淆。
    马尔萨斯先生曾加指责，说我混淆了成本与价值之间的重大区别。
如果他认为成本指的是付给劳动的工资，那么，我并没有把成本与价值混同起来，因为我不说一件商
品在劳动上须花费一千镑时，卖价就是一千镑；卖价也许是一千一百镑、一千二百镑或一千五百镑。
我只说这件商品的卖价，会跟也得在劳动上花一千镑的别一商品的卖价相同。
这就是说，商品的价值是同所花费的劳动量成比例的。
②如果马尔萨斯先生认为成本指的是生产成本，那他就得把利润和劳动都包括在内；他所指的也就必
然是亚当·斯密所说的自然价格，而自然价格与价值是同义的。
P3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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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卫·李嘉图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之一，也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
完成者。
李嘉图早期是交易所的证券经纪人，后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的影响，激发了他对
经济学研究的兴趣，其研究的领域主要包括货币和价格，对税收问题也有一定的研究⋯⋯    这本《大
卫·李嘉图全集(第2卷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评注)(精)》(作者彼罗·斯拉法)是“大卫·李嘉图全
集”系列第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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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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