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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776年，一部对后世经济学产生重大影响的巨著《国富论》诞生了。
《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经济学从社会伦理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
《国富论》全名《国民财富的原因和性质的研究》，后人简称为《国富论》。
《国富论》作者亚当·斯密是一位生活在18世纪的思想家。
1723年，亚当·斯密出生在英国苏格兰法夫郡一个名叫柯卡尔迪的港口小镇。
父亲做过律师，并担任过苏格兰的军法官和柯卡尔迪的海关监督，母亲是当地一位大地主的女儿。
亚当·斯密出生前6个月，父亲去世，从此他与母亲相依为命，并终身未娶。
亚当·斯密先后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和牛津大学学习。
从牛津大学毕业后，亚当-斯密进入爱丁堡大学任教。
1751年，亚当·斯密进人格拉斯哥大学任哲学教授。
在任教期问，他于1759年出版了《道德情操论》，获得学术界的极高评价，并被誉为英国第一流的学
者。
1764年，经人引荐，亚当·斯密辞去大学教授职务，开始担任政治家查尔斯·汤申德儿子的私人教师
，并于1764至1766年间陪同他的学生游历法国和瑞士。
1767年，亚当·斯密辞去家庭教师的职务，回到他的故乡，闭门谢客，潜心著述，历时6年，终于完成
《国富论》第一稿。
之后3年，又进行重新修订，终于在1776年正式出版该著作。
《国富论》使亚当·斯密名垂青史。
1790年7月17日，亚当·斯密这位“现代经济学之父”、“自由经济的守护神”溘然长逝，在他的墓碑
上只留下“《道德情操论》、《国富论》作者”等寥寥数语。
《国富论》在经济思想史上构建了第一个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关系的经济学体系，被誉为西方经济学的
“圣经”。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克勒在其名著《文明史》中说：“从最终效果来看，这（指《国富论》）也许是
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书，这本书对人类幸福作出的贡献，超过了所有名垂青史的政治家和立法者所做贡
献的总和。
”直到今天，这句话似乎还没有被推翻。
《国富论》发表以后，立刻被译成多国文字，广为流传。
时至今日，许多国家制定政策时都以该书的基本观点作为依据。
而对于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说，迫切地需要一种成熟的经济学理论来指导现在
的市场行为。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市场经济的确立也是近十多年的事。
我们在经济建设中面临的一些问题，也许能从200多年前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观点和思想
里找到答案或得到启示。
这也告诉我们，《国富论》不仅是一部不朽的传世经典，而且具有非常现实的指导意义。
我们能从中读到许多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还能用到的理论和观点，这使我们不禁要为亚当·斯密的远见
卓识而击节称赞。
《国富论》原著篇幅太长，全书达75万余字，而且思想深邃，学术性强，包含了许多专业术语。
鉴于此，我们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用现代人的视角对经典进行了新的解读。
在保留原著核心内容的基础上，对其中一些与现代人生活无关或相差太远的言论进行了删减，对于一
些艰涩的言论，进行了通俗的改写，方便读者在一种轻松愉快的心情下通读原著。
本书在结构上与原著一致。
目前不少译本有些篇章的标题文字过于冗长和繁复，本书对各篇章标题进行了重新拟定，力求抓住重
心，简约鲜明，通俗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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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富沦》主旨是增加国民财富，涉及国民财富的性质以及国民财富增进的原因分析。
    国民财富的增加主要有两条途径和一个保障：一为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它主要依赖分工的深化和市
场交换过程的畅通；二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比列的提高，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资本的积累
和资本用途的适当。
在实现这两条途径的过程中，坚持经济自由、取消政府的不适当干预、让经济生活按照天然秩序运行
是最根本的制度保障。
    全书分五篇行文：    第一篇。
论述增加国民财富的第一条途径。
    第二篇，研究了增进国民财富的第二条途径——提高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比例。
    第三篇，从经济史的角度，对前述理论予以佐证。
    第四篇，对经济学史的研究。
主要研究了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
    第五篇，对国家的职能、财政税收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多方面的对现实
生活有关方面的分析。
在这篇与第四篇的有关部分作者提出了很鲜明的观点：经济自由主义是国民财富增进的重要保障。
    通观《国富论》五篇内容，既有基本经济理论（第一、二篇）研究，又有对经济史（第三篇）和经
济思想史（第四篇）的考察，同时还对若干重要的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第五篇），概说为：
两条途径和一个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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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英国)亚当·斯密 编译：徐腾亚当·斯密，1723年，亚当·斯密出生在英国苏格兰法夫郡一个
名叫柯卡尔迪的港口小镇。
亚当·斯密出生前6个月，父亲去世，从此他与母亲相依为命，并终身未娶。
亚当·斯密先后人格拉斯哥大学和牛津大学学习。
从牛津大学毕业后，亚当·斯密进入爱丁堡大学任教。
1751年，皿当·斯密进入格拉斯哥大学任哲学教授。
在任教期间，他于1759年出版了《道德情操论》，获得学术界的极高评价，并被列为英国第一流的学
者。
1767年，亚当·斯密辞去家庭教师的职务，回到他的故乡，闭门谢客，潜心著述，历时6年，终于完成
《国富论》第一稿。
《国富论》使亚当·斯密名垂青史。
1790年7月17日，亚当·斯密这位“现代经济学之父”、“自由经济的守护神”溘然长逝，在他的墓碑
上只留下“《国富论》、《道德情操论》作者”寥寥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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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论劳动分工及分配劳动分工自古以来，人们在劳动熟练程度、劳动技巧及劳动判断力上
的不断提升，都是劳动生产力得以改进的最佳证明。
而这些改进，似乎都是分工带来的。
社会行业分工的这种效果也许不太容易理解，为此，我将以制造业为例来加以说明。
在很多人看来，只有那些无足轻重的制造业，分工才是最完全的。
其实，这些并不重要的制造业，分工并不比那些重要的制造业周全多少。
无关紧要的小制造业只生产供给少数人需要的少量产品，雇用劳动者的人数必然不多。
这些工厂中从事不同部门工作的所有劳动者，可以轻易地被集合在同一个工厂内，由此，工厂的整个
生产过程总能让观察者尽收眼底，并感到井然有序。
与此不同的是，那些重要的大的制造业由于要生产供给多数人需要的大量产品，所以必然需要雇用更
多的劳动者。
而要将更多工作部门的所有劳动者集合到一个部门或工厂内，便不大可能。
这样，这些大制造业分工的真实状况便不易为人发现，甚至会给人一种分工不明确的假象，但事实上
，它们的工作部门比小制造业分得更多、更细。
分工带来的一个显而易见的效果就是：但凡采用分工制度的工艺，劳动生产力便会得到相应的增进。
这个好处逐渐被工厂主发现，行业分工的现象由此日渐形成。
在分工不明确的时代，一个劳动者常常要肩负整个生产过程；而在分工明确的进步社会，这个生产过
程常被分任给其他部门的几个人，甚至十几个人。
因生产力的发展而出现的这种分工，不仅没有因劳动者人数的增加而增加生产成本，相反，它使相同
人数的劳动者完成了比未分工时更大的劳动数量。
为什么分工后劳动人数大量增加，劳动效率还提高了呢？
简单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劳动者的劳动技能日益熟练。
行业、工种的分工，将劳动者固定在一种单纯的操作上，使劳动者的劳动熟练程度日益得到提高。
比如铁匠，让使用铁锤的劳动者去制作铁钉，虽然这两种工作都属于一个行业，但由于工种不同，熟
练程度不同，可以肯定，对于这个陌生的工种，这名劳动者一天产出的铁钉绝对不会超过300枚。
而且，即使这名劳动者偶尔也制作过铁钉，就算他一天竭尽全力也断然制造不出千枚以上，因为制作
铁钉并不是他的主要工作或专业。
制作铁钉，并不是简单的工作，终生以此为业的人，劳动操作才会达到极为熟练的程度，产量自然也
很惊人。
我曾经看见过几个以制造铁钉为业的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奋力工作一天，甚至能产出多达2000多
枚铁钉。
这个数量若非亲眼所见，确实令人难以置信，但人的手确实有这么大的本领。
第二，分工使未分工时工种转换过程中浪费的时间得以节省。
分工产生之前，劳动者负责所有工作，往往需要从一个工种换到另一个工种，这时，他们就需要花费
不少时间来过渡和适应，以便重新进人工作状态。
比如耕种小农田的乡村织工，从纺织机转到农田，从农田转到纺织机，中间肯定需要耗费不少时间。
这时你可能会想到，如果将这两种劳动集中到一个地方，转换起来就便捷多了，而且可以节省转换过
程中耗费的时间。
是的，你说得很对，但我要说的是，这仍然不够。
即使工作地点在同一个地方，但由于工种的差别，劳动者从一种工作转向另一种工作，也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
在转换过程中，他们的精神常处于放松甚至悠闲、偷懒、休息的状态，这势必会在新工作开始时表现
为心不在焉，难以很快进入正常、高效的工作状态，从而使工作产量大打折扣。
这点在农村劳动者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
农村劳动者一生之中，几乎每天都要从事20种不同的劳动，每半小时就要换一次工作和劳动工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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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过程中形成的随意、迟缓、懒散、闲荡等种种习惯，可以说是自然而然养成的，甚至是必然会养
成的。
这种长久以来的习惯带来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即使在农事非常紧张的时候，他们的工作量也难如人意。
第三，分工的精确加速了有利于简化和缩减劳动的一些机械的发明，有效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合适的机械能简化和节省劳动，从根本上说，这些合适的机械也是因分工而产生的。
如果细心观察你就会发现，如今用于分工精密的制造业上的机械，大多都是由一线的普通工人发明的
。
这是为什么呢？
众所周知，人类将所有精力贯注于单一事物上，会比分散到诸多事物上更容易发现达到目标的更简易
便捷的方法，分工的结果就促使了这种情况的产生。
劳动者将注意力全部集中于自己精确而单一的工种上，所以，只要工作上还有进一步改良增效的可能
，各个工种部门雇用的劳动者便会自发地找到这个类似于捷径的方法，来更好地完成自己的工作。
举个例子。
最初蒸汽机工作运行时，需要雇用一个小工来按活塞的升降，不断开闭汽锅与汽筒间的通路。
一次，担任这个工作的一个小工因为要和朋友玩，又要使蒸汽机正常运转，便想了一个办法，用一根
绳子将开闭通路的舌门的把手系在机械的另一部分上，舌门便不需人力而自行开闭。
原为贪玩想出来的方法，就这样成为了蒸汽机的一大改良举措。
普通工人从事最单纯的操作，时间一长便会摸清门道，进而发明一些简化操作、节省劳动的便捷方法
，正所谓熟能生巧，就是这个道理。
但也并不是说，所有劳动机械的发明和改良，都来源于普通劳动者，也有许多出自机械锻造师的技巧
，甚至哲学家和思想家的智慧。
在一个治理得当的国家中，社会各个阶层的富裕，包括普及到最底层人民的富裕，归根到底也是分工
带来的。
劳动分工使各行各业的产量大幅增加，既能满足从事各种行业的所有劳动者自身的需求，又能使他们
得到足够多的产物，用以出卖、交换得到其他所需物品。
别人需要的物品，他能充分供给；他自己需要的物品，别人也能充分供给，社会各阶层的全面富裕就
是这样实现的。
一个文明而繁荣的国家，它的任何一种日常用品，都凝结着无数人的劳动。
的确，一个人也可以完成这些日常用品的生产，但由于分工，每个劳动者只需在其身上投入很少的劳
动力，它便可以被生产出来，所以说，参与生产的劳动者人数多得难以计数。
总之，在劳动分工的时代，一切产品都是千万人参与和协作的结晶，没有这无数人的劳动，即使维持
最简单的生活日用品的供给，也会成为难题。
链接亨利·福特的流水线作业方式亨利·福特（1863年7月30日～1947年4月8日），美国汽车工程师与
企业家，福特汽车公司的建立者。
他也是世界上第一位使用流水线大批量生产汽车的人。
这种新的生产方式使汽车成为一种大众产品，它不但改革了工业生产方式，而且对现代社会和文化产
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一些社会理论学家将这一段经济和社会历史称为“福特主义”。
世界上第一条流水装配线出现在1913年4月1日的福特汽车工厂，其想法来自芝加哥食品包装厂用来加
工牛排的空中滑轮。
早期的流水线上装配的是底盘，很快整车都在流水线上装配了。
流水线的原则是：按照操作程序安排工人和工具，这样，在走向成品的整个过程中，每个部件都将经
过一段尽可能最短的距离；运用工作传送带或别的传送工具：运用滑动装配线，将需要装配的零件放
在最方便的距离处。
以流程为本、保证流程本身的顺畅和效率是其关健。
运用这些原则，工人减少了无谓的思考和停留，把动作的复杂性减少到最低程度，几乎只用一个动作
就完成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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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大生产的流水线使生产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曾经，工人装配一台飞轮磁石电机需要20分钟，后来工作被分解成29道工序，装配时间最终降低到5分
钟，效率提高了4倍；直到1913年10月，装配一台发动机还要10个小时，半年后用传动装配线降低到6
小时。
福特公司后来日产量达4千辆，工人还不到5万——如果没有流水线，将不得不雇用20多万人。
借助流水线，亨利·福特的“单一品种、超大规模，，战略得以实施。
T型车在20年内生产了1500万辆，汽车从五六千美元的“富人专利”变成了几百美元的大众消费品。
分工的起因分工能生产更多的产品，能使社会各个阶层实现全面富裕，能让国家逐渐走向繁荣富强。
但客观地说，分工这一伟大现象的出现，并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而是人类在互通有无、物物交换、
互相贸易这种需求倾向中缓慢而逐渐产生的。
这种倾向是否就是我们人类的本能倾向之一？
或者说它是否是人类理性发展的必然结果？
这些都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列。
在此，我要指明的是，这种倾向为人类所共有，亦为人类所特有，在其他所有动物身上都不存在。
以猎犬为例。
我们都看到过这样的现象：当猎人的两只猎犬同时追逐一只兔子的时候，它们不需要任何沟通就会自
然而然地形成默契，将兔子赶向自己同伴的方向，然后同伴在关键时候出来拦截，最后两只猎犬前后
夹击将兔子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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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富论轻松读:市场经济下必修的经济“圣经”》全面深刻读财富增长的奥秘与根源！
了解《国富论》，你才算看懂真正的市场经济！
世界上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圣经”！
影响世界的十大著作之一，“世界经济学之父”铸就的历史丰碑！
富国裕民帮助国民财富持续增长！
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使《国富论》成了热门读物。
温总理也是《国富论》的忠实读者，在他的谈话中，曾多次引用亚当·斯密的经典论述。
《国富论》在经济思想史上构建了第一个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关系的经济学体系。
被誉为西方经济学的“圣经”。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克勒在其名著《文明史》中说“从最终效果来看，这（指《国富论》）也许是迄
今为止最重要的书。
这本书对人类幸福作出的贡献，超过了所有名垂青史的政治家和立法者作出的贡献的总和。
”这句话，到现在似乎还没有被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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