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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富论》是具有“现代经济学之父”美誉的亚当·斯密的一部经济学专著，是其最具影响力的代表
作品。
该书于1768年开始着手著述，原名《国家康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1773年时已基本完成，但作者又多花了三年时间润饰此书。
1776年3月，《国富论》正式出版，一度引起了大众广泛的讨论，影响所及遍布英国本地及整个欧洲大
陆和美洲。
    《国富论》出版时，正值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该书及时地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
，批判地吸收了当时的重要经济理论，提出了一套系统全面的经济学说。
从作为国富基础的劳动，到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分工，到分工带来的交换，交换带来的媒介——货币，
再到商品的价格，以及构成价格的基本要素——工资、地租和利润，文中都有详细精辟的论述。
    该书在历史上首次提出了全面系统的经济学说，为该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现代政治经
济学研究的起点。
它概括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形成阶段的理论成就，最早系统地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各个主要学说，标
志着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它主张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干预垄断，但也不认为商业制度本身是完
全值得肯定的；在赞扬对物质追求的同时，又鄙视商人的行为和策略⋯⋯它的理论奠定了资本主义19
由经济的理论基础，时至今日，《国富论》仍然可以看作是用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写作的第一步著作
，对经济学研究仍然起着重要作用。
今天，《国富论》中的许多学说虽然已经被后来的经济学家所突破，但亚当·斯密所确立的研究方向
和方法影响深远，他富有预见性的洞察和诸多明确、实用的见解也总能引起后人的重新思考。
    《国富论》共分五篇，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批判吸收了当时的重要经济理论
，第一次提出了市场经济会由“看不见的手”自行调节的理论。
它的首次出版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因此该书被誉
为“第一部系统的伟大的经济学著作”、“经济学的百科全书”、“西方经济学圣经”。
200多年以来，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在《国富论》的架构上做一些修补工作，完善、细化其分析，基本
是用亚当·斯密的方法分析经济发展规律的。
    《国富论》是一部将经济学、政治理论、哲学、历史和经济实践活动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综合性著
作，还是一部划时代的巨著，是市场经济学的“圣经”。
无论作为经济学的经典读本，还是作为语言学习的课外读物，对当代_中国读者，特别是对经济学相
关专业的大学生和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不同的人读《国富沦》会有不同的收获，而且往往还会有意外收获。
    《道德情操论》是亚当·斯密另一部影响极为深远的伦理学著作，堪称《国富论》的姊妹篇，与之
并称为“两只看不见的手”：前者讲的是伦理这只手，它影响着人心；后者讲的是市场这只手，它影
响着经济。
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国富论》的内涵，更全面地了解亚当·斯密的思想，我们还随书附赠了《
道德情操论》的经典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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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富论(全译本)》发表于1776年，书中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批判吸收了当时
的重要经济理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动过程做了系统的描述，为经济学确定了完整的架构，奠定了
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理论基础，第一次提出了市场经济会由“看不见的手”自行调节的理论。
它的首次出版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因此，《国富
论(全译本)》被誉为“第一部系统的伟大的经济学著作”、“经济学的百科全书”、“西方经济学圣
经”。
200多年以来，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在《国富论(全译本)》的架构上做一些修补工作，完善、细化其分
析，基本是沿用斯密的方法分析经济发展规律的。
同时，《国富论(全译本)》还是一部将经济学、政治理论、哲学、历史和实践计划奇妙地结合在一起
的综合性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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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英国）亚当·斯密（Adam Smith） 译者：高格  亚当·斯密（Adam Smith），18世纪英国著名
的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
1723年6月5日出生于苏格兰法夫郡，1737年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哲学，1740年被选人牛津大学深造
，1748年任爱丁堡大学讲师，1751年任格拉斯哥大学教授，1763年任英国财政大臣养子的伴游导师
，1778年任爱丁堡关税局长，1790年7月17日辞世。
在格拉斯哥大学担任教授期间，亚当’斯密于1759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获得了
学术界的极高评价。
而后，他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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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时已
基本完成，但他又多花y3年时间润饰此书。
1776年3月《国富论》出版后，引起了大众广泛的讨论，影响所及除了英国本地，连欧洲大陆和美洲也
为之疯狂，因此世人尊称他为“现代经济学之父”和“自由企业的守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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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论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并论劳动生产物自然分配给各阶级人民的顺序 第一章论分工 第二章
论分工的起因 第三章论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 第四章论货币的起源和货币效用 第五章论商品的真实
价格和名义价格，或其劳动价格和货币价格 第六章论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 第七章论商品的自然价格
与市场价格 第八章论劳动工资 第九章论资本利润 第十章论工资与利润随劳动与资本的用途不同而不
同 第一节基于职业本身性质的不平等 第二节起因于欧洲政策的不平等 第十一章论地租 第一节论总能
提供地租的土地生产物 第二节论间或提供地租的土地生产物 第三节论总能提供地租的生产物与间或
能提供地租的生产物二者价值比例之变动 本章的结论 第二篇论资产的性质、积累与使用序论 第一章
论资产的划分 第二章论作为社会总资产的一部分或作为维持国民资本费用的货币 第三章论资本的积
累及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 第四章论放贷取息的资产 第五章论资本的各种用途 第三篇论不同国家的
财富发展 第一章论财富的自然增长 第二章论罗马帝国衰亡后农业在欧洲旧状态下所受到的抑制 第三
章论罗马帝国衰亡后城市的兴起和发展 第四章城市商业如何对农村改良做出贡献 第四篇论政治经济
学体系 引言 第一章重商主义的原理 第二章论限制输入本国能生产的商品 第三章论对那些贸易差额被
认为不利于我国的通商国家的所有商品实施的输入限制 第一节即使根据重商主义的原则，这种限制也
不合理 第二节根据其他原则，这种异常的限制也不合理 第四章论退税 第五章论奖励金 顺便谈谈谷物
贸易及谷物条例 附录一 附录二 第六章论通商条约 第七章论殖民地 第一节论建立新殖民地的动机 第二
节论新殖民地繁荣的原因 第三节美洲和经好望角到达东印度航路的发现给欧洲带来的利益 第八章关
于重商主义的结论 第九章论重农主义，即政治经济学中把土地生产物看作各国财富的唯一来源或主要
来源的学说 第五篇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 第一章论君主或国家的开支 第一节论国防经费 第二节论司法
费用 第三节论公共工程和公共机关的费用 第四节论维持君主尊严的费用 本章的结论 第二章论一般收
入或国家收入的来源 第一节专属于君主或国家的收入来源 第二节论赋税 第三章论公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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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所以，按照普通的看法，劳动也可以被认为和商品一样有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之分。
真实价格，就是抵偿劳动的一定数量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
名义价格，就是抵偿劳动的一定数量的货币。
劳动者是贫穷还是富有，其劳动报酬是高还是低，与其劳动的真实价格成比例，而不是与其劳动的名
义价格成比例。
 商品和劳动二者的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的区别，其意义不仅仅在于理论方面，更在于实践应用方面。
真实价格相同，具有的价值往往相同；但由于金银价值时常变动，名义价格相同，具有的价值却可能
存在极大差异。
所以，如果一个人想要永久性出租地产，并且希望得到的收益能够永保同一价值的话，就绝对不能始
终按一个固定钱数收取地租。
一定数额的货币的价值免不了会因以下两种情况而发生变动：第一，同一名称铸币在不同时代所含的
金银分量不同；第二，同一分量金银价值在不同时代也可能各不相同。
 君主和国家往往会为了眼前利益减少铸币内所含纯金属的量，却从来不会想到去增加铸币内所含纯金
属的量。
相信各国都是如此。
因此，货币地租的价值一直会随之降低。
 随着美洲金银矿的发现，欧洲金银大幅贬值。
有人推测，金银价值还会继续下跌，而且这种趋势在长时期内不会扭转——没有任何切实依据表明真
的会如此。
所以，按照这种推测，货币地租的价值不会增加，只会降低。
即便是把地租定为纯银或标准银若干盎司，而非铸币若干镑，也无济于事。
 谷物地租则不同。
即使在铸币中贵重金属含量没有降低的时候，谷物也比货币更能使地租保持原有价值。
伊丽莎白十八年有法律规定，国内所有学院在上缴地租时，需缴2／3货币，1／3谷物，或者把谷物按
照当时的市价折合成货币。
现在，据布勒克斯顿博士说，由谷物折算出的货币，一开始只占全部地租的1／3，但现在已经大约是
其他2／3地租的两倍了。
照这样算，各学院的货币地租，价值几乎已经减少为原来的1／4或其原值谷物的1／4了。
而自从菲利普和玛丽执政直到现在，英国的铸币金属含量几乎没有变化过；不管是1镑、1先令还是1便
士，含有的纯银的量几乎都和它们的价值相当。
因此，各学院货币地租价值的下跌完全是银价降低的结果。
 倘若银价降低，同时铸币内所含的纯银量也减少，那么货币地租无疑会损失更大。
就法国、苏格兰、英格兰三国相比较，其铸币内的含银量都有所降低，其中法国最甚，苏格兰次之。
因此，这两国昔日极具价值的地租，到现在几乎全无价值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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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富论(全译本)》是“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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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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