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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富论》作者有强大的能力。
能对他所收集到的所有材料进行筛选，又有强大的综合能力，能按照新的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将其重新
组合起来。
他对当时的学术领域的各种思想是极为敏感的，像后来的马克思一样，不是一个关在自己房子里的与
世隔绝的学者，而是仿佛全身装着天线的超人，能收到并吸取其所有能接触到的一切信息。
他在封建欧洲解体之末、近代世界开始之时写作，在这个世界中，封建制度仍以既得利益集团经常表
现的顽固性在坚持，他正是为反对这种利益集团而写作的，结果是，他的书不只是为图书馆馆藏而写
的，而是对经济理论和国家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而形成了我们今天身处其中的整个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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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论与本书计划 第一篇 论劳动生产力进步的原因，兼论劳动产品在不同阶级 人民之间自然分配的顺
序 第一章论劳动分工 第二章论造成分工的原由 第三章论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 第四章论货币的起源
和作用 第五章论商品的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即用劳动表示的商品价格与用货币表示的商品价格 第
六章论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 第七章论商品的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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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的不同而不同 第一节起因于用途本身的性质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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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论有时提供
有时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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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提供有时不提供地租的生产物二
者价值比例的变动 顺便谈谈前4世纪白银价值的变动 金银价值比例的变动 怀疑白银价值仍在继续跌落
的根据 社会进步对三种天然产物的不同影响 关于白银价值变动的结论 改良的进展对于制造品真实价
格的影响 本章结论 第二篇 论资财的性质、积累和用途 引言 第一章论资财的划分 第二章论作为社会总
资财一个特殊部门的货币，或论维持国民资本的支出 第三章论资本积累，或论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
劳动 第四章论贷出取息的资财 第五章论资本的各种用途 第三篇 论不同国家财富的不同发展 第一章论
财富的自然发展 第二章论罗马帝国崩溃后农业在欧洲旧状态下所受的阻碍 第三章论罗马帝国崩溃后
城市的兴起及其进步 第四章论城市商业对农村改良的贡献 第四篇 论政治经济学体系 引言 第一章论商
业主义或重商主义的原理 第二章论限制进口国内能生产的商品 第三章论对来自贸易差额被认为于我
不利的国家的各种商品进口实施特殊限制 第一节论即便根据重商主义原则，这种限制也不合理 顺便
谈谈储金银行，尤其是阿姆斯特丹的储金银行 第二节论即便根据其他原则，这种特殊限制也不合理 
第四章论退税 第五章论奖金 关于谷物贸易和谷物法令的离题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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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论发现美洲和发现经由好望角到
东印度的航道给欧洲带来的利益 第八章关于重商主义的结论 第九章论重农主义，或论把土地产物看
做是各国收入或财富的唯一来源或主要来源的各种政治经济学体系 第五篇 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 第一
章论君主或国家的开支 第一节论国防开支 第二节论司法开支 第三节论公共工程和公共机构的开支 第
一项便利社会商业的公共工程和公共机构 第二项论青少年教育机构的开支 第三项论对所有年龄层次
的人进行教育的机构的开支 第四节论维护君主尊严的开支 本章结论 第二章论一般收入或公共收入的
来源 第一节专属于君主或国家的资金或收入来源 第二节论赋税 第一项租金税、土地地租税 第二项利
润税或资本收入税 第三项劳动工资税 第四项打算不加区分地施加在各种不同收入上的税 第三章论公
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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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从整体看来，上述那样的不平等对社会大众也许是利多害少。
公职教师的地位虽不免因此稍稍降低，但是文科教育的低廉肯定是一种好处，大大抵消了这种微不足
道的不方便。
如果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进行教育的学校和大学的组织比现今更为合理，公众获得的好处就可能更
大。
 第三，欧洲政策妨碍劳动和资本的自由活动，使它不能由一职业移转到其他职业、由一地方移转到其
他地方，从而使劳动和资本不同用途的总体利害有时候出现非常不便的不平等。
 学徒法令妨碍劳动的自由活动，甚至使劳动在同一地方不能由一职业转到其他职业；同业公会的垄断
特权妨碍劳动的自由活动，甚至使劳动在同一职业不能由一地方转到其他地方。
 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当一种制造业给予工人以高工资时，其他制造业的工人仍然不得不甘心接受最
低的生活费。
前者处于进步的状态，因而不断要求增加新手；而后者则处于衰落状态，人手过多的情况仍在不断加
剧。
这两种制造业可能有时在同一城市同一地区，却不能彼此有帮助。
在这些情况下学徒法规和同业公会特权均起阻碍作用。
然而，在许多不同的制造业中操作十分相似，如果没有这些荒谬的法律，工人们是很容易相互改变行
业的。
例如，织素麻布和织素丝绸的技术几乎完全相同。
织素呢绒的技术有不同但差别不大，一个麻织工或丝织工可以在几天之内勉强学会制呢绒的技术。
因此，如果这三种都市制造业中有任何一种正在衰落，工人们就可以在其他两种比较兴旺的制造业中
找到工作，工人的工资在兴旺的制造业中不会升得太高，在衰落的制造业中也不会降得太低。
麻织业在英格兰由于一项特殊的法律是对任何人开放的；但是由于它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没有得到发展
，它对其他处于衰落状态的制造业的工人也不能提供一般的出路。
这些工人在学徒制法规起作用的地方，除了请求教区救济或充当普通劳工以外别无选择。
不过，按照他们的习惯，他们更适合于在与他们自己行业类似的任何一种制造业中工作而非当普通劳
工，所以，他们一般选择向教区求助。
 妨害劳动者自由流动的东西也同样妨害资本的自由流动。
因为一种行业上所能使用的资本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行业所能使用的劳动量。
不过，同业公会法规妨碍资本由一地移到另一地的自由流动，在程度上小于它妨碍劳动的自由流动。
不论何处，富裕商人要在自治城市中获得经商的特权比贫穷技工在自由城市中获得劳动的特权容易得
多。
 我相信，同业公会法规妨碍劳动的自由移动是欧洲各地共有的现象；而据我所知，济贫法妨碍劳动的
自由移动却是英格兰的特有现象。
自济贫法实施以来，贫民除了在所属的教区内，就不易取得居住权或工作的机会。
同业公会法规所妨害的只是技工和制造工人劳动的自由移动，获得居住权的困难却甚至妨害一般劳动
的自由移动。
英格兰的政治之乱恐怕以此为甚，值得对它的产生、发展和现状略加叙述。
 英格兰贫民一向是靠修道院施舍，修道院破毁的结果就是贫民得不到这种施舍。
后来，虽几经设法救济也均无效果。
伊丽莎白女王三十四年颁布第二号法令，规定各教区有救济其所属贫民的义务，每年应指定穷人监管
人，他应会同教会执事征收足以供应此种用途的教区捐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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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富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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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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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