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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六十余年的翻译生涯中，我曾译过不少优秀作品。
在翻译它们的过程中我也曾激动过，并且得到了欢乐。
也正是这些欢乐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驱使着我去翻译它们。
不过，一经完成出版后，我就很少再去探视它们了。
唯独这本《国富论》，自从2000年着手翻译以来，我就再也丢不下了。
总觉得这本书实在是写得太好了，值得细嚼。
我要尽我毕生之力把它译好，给读者提供一本正确无误、清晰易懂的译本。
因而这十余年来，我对原文中的有些词句和段落进行了反复的推敲。
对译文进行了无数次的重译和修改。
在力求使译文更加通顺流畅的同时，本着忠实于原著的精神，使译文更加贴近原意和原作风格。
    在为这本书打上句号的时候，我想借此机会对在本书翻译和出版过程中所有给予过我帮助和支持的
同志和朋友表示我的谢意，感谢他们的支持与合作，并望大家指正！
    谢祖钧    2012年8月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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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亚当·斯密编著的《国富论》是影响世界历史的十大著作之一。
经济学之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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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富论》不仅是一本经济学的百科全书，内容还涉及政治、制度、教育、宗教、历史、哲学等。
亚当·斯密不仅强调市场机制的无形力量，而且强烈反对在经济生活中腐败地使用政治权力。
在市场经济的大变局中，你更加需要这部不朽的经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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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英)亚当·斯密 译者:谢祖钧 注释解说词:焦雅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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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劳动生产力提高的原因及劳动产物在不同阶层人们中分配的自然顺序
  第一章  劳动的分工
  第二章  劳动分工的根源
  第三章  劳动分工受市场大小的限制
  第四章  货币的起源及其功用
  第五章  商品的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劳动价格与货币价格
  第六章  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
  第七章  商品的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
  第八章  劳动工资
  第九章  资本利润
  第十章  劳动与资本用于不同用途其工资与利润也不相同
  第十一章  地租
第二篇  资财的性质、积累和用途
  序论
  第一章  资财的分类
  第二章  货币作为社会总资财的一个特殊部门作为维持国家资本支出的货币
  第三章  资本积累或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
  第四章  贷出取息的资财
  第五章  资本的不同用途
第三篇  不同国家不同的富裕进程
  第一章  富裕的自然进程
  第二章  罗马帝国衰亡后欧洲古代国家农业所
  遭受的挫折
  第三章  罗马帝国衰亡后城镇的兴起和发展
  第四章  城镇商业对农村发展的促进
第四篇  两种政治经济学体系
  导论
  第一章  商业或重商体系的原理
  第二章  对国内能够生产的外国货物进口的限制
  第三章  对那些其贸易差额不利于我国的各种货物所实行的进口特殊限制
  第四章  退税
  第五章  奖励金
  第六章  通商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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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物视作每一个国家的收入和财富的唯一或主要来源的各
种体系
第五篇  君主或国家的收入
  第一章  君主或国家的费用
  第二章  社会的一般收入或公共收入的来源
  第三章  论国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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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劳动生产力的最大提高以及生产中技能、熟巧和判断力的进一步完善看来都是分工的结果。
只要对个别制造业中的分工进行一番考察，我们就将更加容易理解分工在整个社会运作中的效果了。
人们通常认为在一些最无关重要的制造业中分工进行得最彻底。
也许它们并不是真的比其他比较重要的制造业中分工分得更细，而只是因为那些不甚重要的制造业只
需生产少数人所需要的少量产品，它们雇用的工人少。
各个工种所雇用的工人通常都可以集中在一个车间里，旁观者一看就可一目了然。
反之，在那些大的制造业里，由于它们的产品要供应大群的人、要满足他们大量的需求，于是每个工
种需要雇用大量的工人，他们也就不可能都集中在同一个车间里了。
因此，每次我们能看到的最多也只是一个工种的工人。
在这种大的制造业中，尽管生产过程可能划分得比那些不大重要的制造业还要更细，但是由于所有工
人不集中在一处，分工看起来就不那么明显，因而也就比较难以被觉察。
    就以制造大头针作为一个例子。
这是一个极不重要的制造业，然而它的分工却常引起人们的注意。
一个没有受过这门训练的工人（分工已经使制针业成为一种独特的行业），又不熟悉制针机械的操作
（可能同样是由于分工才导致了机器的发明），即使再努力，一天恐怕也难制造出一枚大头针，而且
可以肯定绝对制造不出20枚。
但是现在大头针的生产情况就不同了。
它不仅是一个独特的行业，而且被细分成了许多工种，其中的绝大部分又同样成为了独特的行当：拉
（铁）丝、锤直、切割、削尖、磨光（铁丝的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
制作这个圆头又需要两三道不同的作业。
安圆头也是一种专门的职业，用白粉擦亮大头针又是另外一种专门的职业。
甚至用纸包装本身也是一种行当。
于是制造一枚大头针的重要生产过程就这样被划分成了18种不同的作业。
而这18种作业在有些制造厂里完全由不同的人操作。
不过，在有些厂里也有一个人要完成两三项作业的。
我就看见过一个这种小厂。
厂里总共只雇用了10个工人，其中有些人要连续完成两三种作业。
他们非常穷困，因而对装备必要的机器也十分冷漠。
但是当他们努力的时候，一天也可以生产12磅左右的大头针，而一磅有4000多枚中号大头针。
因而这10个人一天便可制造出48000枚大头针。
每个人做了48000枚大头针的1/10，一天也就做了4800枚大头针。
但是如果他们都单独地劳动，而且又没有受过独特的训练，他们一个人肯定一天做不了20枚大头针，
也许一天连一枚都还完不成。
那就是说他们绝对完成不了他们现今由于适当的分工和组合所能完成的11/240，甚至1/4800。
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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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亚当·斯密编著的《国富论》内容介绍：在六十余年的翻译生涯中，我曾译过不少优秀作品。
在翻译它们的过程中我也曾激动过，并且得到了欢乐。
也正是这些欢乐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驱使着我去翻译它们。
不过，一经完成出版后，我就很少再去探视它们了。
唯独这本《国富论》，自从2000年着手翻译以来，我就再也丢不下了。
总觉得这本书实在是写得太好了，值得细嚼。
我要尽我毕生之力把它译好，给读者提供一本正确无误、清晰易懂的译本。
因而这十余年来，我对原文中的有些词句和段落进行了反复的推敲。
对译文进行了无数次的重译和修改。
在力求使译文更加通顺流畅的同时，本着忠实于原著的精神，使译文更加贴近原意和原作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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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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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