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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一本书被誉为西方经济学的“圣经”，它的问世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以及现代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有一本书摒弃了许多过去的错误经济学概念，提出了“劳动分工会引起生产
的大量增长”这一观点，抨击了阻碍工业发展的政治限制；当人们被问及哪些是十八世纪最伟大的、
影响人类发展进程最深远的作品时，人们口中总有这本书的名字；这本书来自英国，它是《国富论》
。
    亚当·斯密(Adam Smlth，1723～1790)是经济学的重要创立者。
《国富论》是他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作，该书首次出版于1776年，书中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
展的经验，第一次提出了市场经济会由“看不见的手”自行调节的理论。
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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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当·斯密并不是经济学说的最早开拓者，他的许多著’名思想也并非新颖独特，但是他在书中首次
提出了全面系统的经济学说，为这个领域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所以可以说《国富论》是现代政
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
    书中的不少观点和构想在两百多年后仍然是经济学的前沿，这是经济学作为科学进展缓慢的证明，
也印证了亚当·斯密的先见之明。
能够翻译本书，译者感到无比荣幸。
为了准确地翻译作品内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曾多次请教专家并参考了其他经典版本的翻译。
如若翻译有不恰当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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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富论》是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亲赴欧洲各地考察，于1776年发表的一部改变人类历史的创世
巨著。
这是人类首度针对政治经济原理进行逻辑严谨的科学论证。
亚当?斯密总结了近代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经验，批判地吸纳了它之前的重要经济理论，对国民经济的
运行过程作了系统的整体描述，是现代经济学的集大成之作。
本书以“西方经济学的‘圣经’”、“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10部书之一”、“对中国近代社会影响最
大的经济学译著”等评价，享誉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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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亚当·斯密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创立者。
他生于苏格兰，青年时期就读于牛津大学。
1776年，他发表的《国富论》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轰动，被誉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之作。
本书初版后，不仅在英国本土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在欧洲和美洲大陆也引起了广泛讨论。
因此，亚当·斯密被认为“现代经济学之父”和“自由企业的保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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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出版说明
译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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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章　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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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进口那些使英国陷入贸易逆差的外国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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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的结论
第二章　公共收入的来源
第三章　公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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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如果这种状态继续下去，由分工引起的劳动生产力的增强，就会使劳动工资跟着增加。
这么一来，生产物品所需的劳动量就会越变越小，从而使得一切物品的价格都日渐低廉。
这时，只要是包括等量劳动的商品，都可以相互交换；各种商品都可以用少量的劳动生产物来购买。
 实际上，一切物品都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变得低廉。
而在表面上，有些物品却变得比以前昂贵。
换句话说，就是拿它去换其他货物，能够换得的物品数量比以前更多。
现在，假设大多数产业的劳动生产力都增加了十倍（即该产业的劳动生产量是以前的十倍），某一种
产业的劳动生产力却只增加了一倍，这时，如果交换这大多数产业与某一种产业一天的劳动生产物，
那么前者似乎吃亏了。
因为，在工作量相同的情况下，前者用十倍的生产物只换得了二倍的生产物。
所以，从表面上看，后者的一磅似乎比以前贵了五倍。
但是事实上，是后者的一磅比以前低廉了二分之一，也就是现在生产这一磅货物比以前容易了两倍。
因为，虽然生产这一货物所需的其他货物量是以前的五倍，但所需的劳动量也同时减少到了以前的一
半。
 在原始社会，全部的劳动生产物都由劳动者独享；等到出现了土地私有和资本累积（即使当时的劳动
生产力还没有得到显著的改善），劳动者独享劳动生产物的现象就终结了。
至于这种现象对劳动报酬或劳动工资的影响，我们没有必要进一步探讨。
 土地私有之后，劳动者在土地上生产或采集到的几乎所有物品，都得按要求分一部分给地主。
因此，地租是从土地上的劳动生产物中扣除的第一个项目。
 一般的耕作者，大都没有生活资料。
通常情况下，他们的生活费都由雇用他们的农业家来垫付，直到庄稼收割。
而要想让农业家们垫付耕作者的生活费，就得让农业家们分享耕作者的生产物。
这样，农业家们才能收回他们的资本，并得到相当的利润，从而甘愿雇用耕作者。
因此，从土地上的劳动生产物中扣除的第二个项目，是利润。
 实际上，除了农业生产物之外，其他的一切劳动生产物也都要扣除利润。
比如在工艺或制造业，在作业完成以前，大部分劳动者维持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工资与生活费，都是
由雇主垫付的。
而雇主的代价，就是分享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物（或者说劳动加在原材料上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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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时代阅读经典文库:国富论》编辑推荐：现代经济学的开山之作，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读本。
财富增长与国民分配的理论碰撞，藏富于国与藏富于民的绝妙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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