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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富论》是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惊世之作。
这是一本将经济学、哲学、历史、政治理论和实践计划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综合在一起的书，是一
本由有着高深学问和深邃见解的人所撰写的书。
迄今为止，《国富论》是所有主流的经济学理论必须参考借鉴的经典。
本书系统分析了国民财富产生、分配与持续运转的内在规律，围绕如何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进行了细
致入微的整体描述。
虽然它体系庞大，内容广泛，但首尾一贯，结构严密，被誉为现代经济学的开山之作。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富论>>

作者简介

亚当·斯密，18世纪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

1723年出生于苏格兰法夫郡(County Fife)的寇克卡迪(Kirkcaldy)。

1723-1740年间，亚当·斯密在家乡苏格兰求学，在格拉斯哥大学(Univeity of
Glasgow)完成拉丁语、希腊语、数学和伦理学等课程；1737年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哲学。

1740-1746年间，赴牛津大学(Colleges at
Oxford)求学，但在牛津并未获得良好的教育，唯一收获是大量阅读许多格拉斯哥大学缺乏的书籍。

1750-1764年在格拉斯哥大学任教授。
还兼负责学校行政事务。
这一时期，亚当·斯密于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获得学术界极高评价。
而后于1768年开始着手著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
1773年时认为《国富论》己基本完成，但亚当·斯密多花三年时间润饰此书，1776年3月此书出版后引
起大众广泛的讨论。
影响所及除了英国本地。
连欧洲大陆和美洲也为之疯狂。
因此世人尊称亚当·斯密为“现代经济学之父”和“自由企业的守护神”。

1778-1790年间亚当·斯密与母亲和阿姨在爱丁堡定居，1787年被选为格拉斯哥大学荣誉校长，也被任
命为苏格兰的海关和盐税专员。
1784年斯密出席格拉斯哥大学校长任命仪式，因亚当·斯密之母于1785年5月去世所以迟未上任。
1787年他才担任校长职位至1789年。
亚当斯密在去世前将自己的手稿全数销毁，于1790年7月17日与世长辞。
享年6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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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论及全书篇章设计
第一篇 论增进劳动生产力的因素及分配劳动生产物给各个阶层的自然顺序
 第一章 分工
 第二章 分工的起源
 第三章 市场大小会限制分工
 第四章 货币的起源和效用
 第五章 商品的劳动价格与货币价格
 第六章 商品的价格组成
 第七章 商品的自然价格与市场价格
 第八章 工资
 第九章 资本与利润
 第十章 劳动与资本对工资与利润的影响
 第一节 由职业性质造成的不平衡
 第二节 由政策造成的不平衡
 第十一章 地租
 第一节 总能提供地租的土地生产物
 第二节 有条件提供地租的土地生产物
 第三节 上述两种土地生产物相对价值的变动
 本章总结
第二篇 论资本的流通、累积和作用
 序论
 第一章 资财的划分
 第二章 维持国民资本的货币
 第三章 资本积累与生产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关系
 第四章 贷出取息的资财
 第五章 资本的用途
第三篇 论不同国家资本发展的不同
 第一章 财富的自然积蓄
 第二章 欧洲农业在罗马帝国崩溃后曾受到抑制
 第三章 罗马帝国崩溃后都市的发展
 第四章 城市工商业会促进农村的发展
第四篇 论政治经济学体系
 序论
 第一章 重商主义的内在机制
 第二章 限制进口本国也能生产的外国货物
 第三章 限制进口那些使我国陷入贸易逆差的外国货物
 第一节 此种限制不符合重商主义
 第二节 此种限制也不符合其他原则
 第四章 退税
 第五章 奖励金
 附录
 第六章 通商条约
 第七章 殖民地
 第一节 新殖民地建立的目的
 第二节 新殖民地繁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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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两大发现对欧洲的意义
 第八章 关于重商主义的结论
 第九章 重农主义
第五篇 论国家的收入
 第一章 君主或国家的费用
 第一节 国防经费
 第二节 司法经费
 第三节 公共工程和机关的费用
 第四节 维持君主的尊严也需要费用
 本章的结论
 第二章 公共收入的来源
 第一节 君主或国家的非常规收入
 第二节 赋税
 第三章 公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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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分工的起源　　分工虽然有这么多的好处，但是这诸多好处并不是源于人类的智慧，而是
一种互通有无、物物交换的倾向逐渐发展起来的结果。
尽管人类凭着智慧预见到分工会产生普遍富裕，并想通过分工来实现普遍富裕，但人类最初的目标并
不是这一广大效用。
　　现在，我们不把这种倾向是不是一种不能进一步分析的本然性能，或更确切地说是不是理性和言
语能力的必然结果列入研究范围。
但是，这种倾向是人类所共有且特有的，其余各个种类的动物似乎都不知道这种倾向或其他任何一种
协约。
　　两只猎犬共同追逐一只兔子的情况时有发生，其中一只猎犬将兔子逐向另一只猎犬，或在另一只
猎犬把兔子逐到它那一边时加以拦截。
这一举动，看上去好像也是一种协同动作，但这种协同只是它们的欲望对象相同时偶然产生的一致，
只发生在某一特定时刻，并不是契约的结果。
两犬公平审慎地交换骨头的情形，我们从来没有见过。
除了人类之外的其他任何一种动物，以姿势或自然呼声向其他动物示意说“这是我的，那是你的，我
愿意拿我的东西跟你交换”的情形，我们也从未见过。
　　某一动物要想从人或其他动物那里取得某物，唯一的说服手段就是博取授予者的欢心。
比如，想要取得食物的小犬向母犬百般献媚、想要唤起主人注意以投食过来的家狗做出种种娇态等。
这种手段，有时也被我们人类用来对待同胞。
一个想让同胞满足自己意愿的人，当他没有其他适当的方法时，就会以种种卑劣阿谀的手段来博得对
方的欢心。
不过，这种办法受时间所限，只能偶尔为之，不可能每次都搬过来用。
在文明社会中，一个人不容易搏得其他人的好感，就算尽其毕生之力亦收效甚微，却随时有可能遇上
获得多数人援助的情况。
除人类之外，别的动物几乎一到壮年就全都能够在自然界独立，不需要其他动物的援助。
　　而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不可能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
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能够刺激别人的利己心而自愿替自己做事，他就可以比较容易地达到目
的了。
任何一个想与别人做买卖的人，都可以先这样提议：请把我所要的东西给我吧，这样你就能从我这里
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这就是交易的通义。
我们依照这个方法，可以取得所需要的大部分帮助。
屠夫、酿酒家或烙面师供给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恩惠，而是因为他们自利的打算。
我们不说唤起别人利他心的话，而改说唤起别人利己心的话。
就算我们自己有需要，也要说这样做对他们有利。
　　在这个社会上，没有哪一个人愿意像乞丐一样过着全然靠别人施舍的生活。
就算是乞丐，也不能一味地依赖别人的恩惠。
诚然，乞丐的生活资料归根到底都来自具有慈悲心的善人。
但是，这种善举只是出于一种道义，它没有、也不可能随时随地地提供给乞丐。
乞丐的大部分临时需要，也是通过契约、交换和买卖而得到的，就像其他人一样。
他拿出别人给他的金钱购买食物；他把别人给他的旧衣换成更合身的旧衣、食物或寄宿的地方，或是
把旧衣服换成货币后再购买自己需要的衣服、食物或住所。
这些都不是别人恩惠的结果。
　　正因为契约、交换和买卖实现了我们所需要的大部分帮助，所以当初才产生了分工这一倾向。
比如，在狩猎和游牧民族中有一个擅长制造弓矢的人，他曾用自己制成的弓矢交换别人的家畜或兽肉
，却发现与猎人交换所得，比他亲自到野外捕猎得到的还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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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了自身利益打算，就把制造弓矢当成自己的主要业务，因此成了武器制造者。
另一个擅长建造小茅屋或移动房屋的框架和屋顶的人，则经常被人请去建造房屋，得到的酬劳是家畜
、兽肉。
后来，他终于发现一心一意地从事这一工作对自己有利，然后他就成了房屋建筑者。
同理，第三个人做了铁匠或铜匠，第四个人成了鞣皮者或制革者——未开化时期，皮革是人类的主要
衣料。
这样一来，人们就拿出自己生产而又消费不了的剩余劳动产物，以换得自己所需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
剩余部分。
人们从这一现象上得到了鼓励，开始从事一种特定的业务，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各自的业务上得到
了磨炼，因而能够发挥各自的天赋资质或才能。
　　实际上，人类天赋才能的差异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成年人在其所从事的不同职位上所表现出的非常不同的才能，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
结果。
这种说法在多数情况下都适用。
比如说哲学家和挑夫，这两个人性格差异非常明显，造成这种明显差异的，应该说是习惯、风俗与教
育，而不是天性。
他们在七八岁以前，天性极其相似，恐怕就连他们的双亲和朋友也不能看出他们有任何显著的差别。
大约从七八岁或年龄更大一些之后，他们就开始从事极不相同的职业，渐渐地，他们才能的差异才开
始看得出来并逐渐增大，最后，受虚荣心驱使的哲学家，简直不肯承认自己与挑夫有任何相似的地方
。
然而，如果没有这种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倾向的产生，那么每一个人要想取得生活上的一切必需品和
便利品，都必须亲自生产，这么一来，所有人的任务和工作都没有任何分别，当然也就不可能存在因
为工作差异所产生的巨大的才能差异了。
　　交换倾向的出现，使得从事各种职业的人产生了极其显著的才能差异，而且这种差异是有用的差
异。
人类在没有受过教育和习俗的熏陶以前来自自然资质上的差别，跟许多同种但不同属的动物来自天性
的差异相比，要大得多。
在天赋资质方面，猛犬与猎狗的差异、猎狗与长耳狗的差异、长耳狗与牧畜家犬的差异，都比哲学家
与挑夫的差异要大得多。
但是，这些同种不同属的动物并不能相互利用。
对强力的猛犬来说，敏捷而迅速的猎狗、智巧的长耳狗、柔顺的牧畜家犬，都不能给它以辅助。
这种种不同的资质和才能，之所以不能结合成一个共同的资源，就因为动物们一直都各自独立、各自
保卫，没有能力和倾向把自然赋予它们的才能进行交易，因而也就不能增进同种之间的幸福和便利。
可是对人类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在人与人之间，哪怕是差异相当明显的才能也可以互相交换着使用。
互通有无、物物交换的一般倾向，使得人们把各种才能所生产的不同产物聚集成一个共同的资源。
任何人都可以根据需要，用自己的资源从这个共同的资源里换取别人生产的物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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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
亚当·斯密第一次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做出了系统的研究，创立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把英国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德】卡尔·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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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富论》是西方经济学的经典著作，被誉为“经济学的百科全书”“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经典
译作”，对人类发展进程产生着深远影响。
《国富论》比较全面地总结了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主要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批判地吸收了包
括重农主义在内的许多重要的经济理论，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社会主义经济生活进行系统地分析和
描述，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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