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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富论》译本繁多，相较于目前市场上的其他译本，译者是亚当?斯密研究专家，不但翻译了《国富
论》，也翻译了《道德情操论》。
此译本是唯一标明由经济学学者翻译并提供译者简介的版本，具有较高的权威信。

《国富论》，全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为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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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百科全书”、“第一部系统的伟大的经济学经典”、“
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10部书之一”、“影响人类文化进程的100部经典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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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富论》主导了人类政治经济的演进方向，即使是现今庞大复杂的社会，其运作方式仍然依循本书
的模型原则。
作者亚当?斯密在书中阐述了财富来源和经济发展的原理，并且说明财富在社会各阶层自然分配的秩序
。
他不仅强调市场机制的无形力量，更凸显出经济体系存在着表面现象与内部实质联系的双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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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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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被选入牛津大学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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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7年受聘为格拉斯哥大学校长；1790年7月17日辞世，享年67岁。

斯密一生奉献了两部传世经典：《道德情操论》（1759年）和《国富论》（1776年）。
前者为伦理学著作，它的出版使斯密享誉学术界；后者为经济学著作，它的出版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
门独立学科的诞生，也成就了亚当?斯密作为“经济学之父”的不朽名声。

【译者简介】：
谢宗林，美国圣路易华盛顿大学经济研究所博士候选人，曾任中华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
常在《经济前瞻》、《东南亚经贸报导》等知名专业期刊发表论述，译有《道德情操论》、《国富论
》（合译）以及《不要命的自负》（哈耶克著）等。

李华夏，1951年生，台湾大学经济系毕业，美国南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中华经济研究
院研究员、台湾清华大学及暨南国际大学兼任教授等，译有《国富论》（合译）、《有闲阶级论》、
《蝴蝶效应经济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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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
第一卷论劳动生产力改善的原因，并论劳动产出自然而然在各社会阶级间分配的次序
第一章论分工
第二章论促成分工的原理
第三章分工受限于市场范围
第四章论金钱的起源与应用
第五章论商品的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商品的劳动价格与金钱价格）
第六章论商品价格的构成部分
第七章论商品的自然与市场价格
第八章论劳动工资
第九章论资本利润
第十章论劳动与资本在不同行业的工资与利润
第一节行业本身性质不同所产生的差异
第二节欧洲各国政策所导致的差异
第十一章论地租
第一节论一定让地主有地租可拿的土地产物
第二节论有时让地主有地租可拿，有时则不然的土地产物
第三节论一定提供地租的产物，和有时提供有时不提供地租的产物，两者个别价值的比例变化
附论前四世纪间银价的变化
结论
第二卷论物品积蓄的性质、累积与运用
序言
第一章论物品积蓄的种类
第二章论货币作为社会全部积蓄中的一个特殊种类或论国家资本的维持费用
第三章论资本的累积，兼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
第四章论贷出取息的积蓄
第五章论资本的各种用途
第三卷论不同国家财富增加的过程
第一章论国家财富增加的自然过程
第二章论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古代国家农业发展的阻碍
第三章论罗马帝国灭亡后城镇的兴起和进步
第四章论城镇商业活动如何促进乡村改良
第四卷论政治经济学的思想体系
序言
第一章论重商主义
第二章论限制从外国进口国内能够生产的产品
第三章论特别限制贸易差额于我不利的国家商品进口
第一节即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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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特别限制并不合理
第四章论退税
第五章论奖励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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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新殖民地繁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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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论发现美洲与绕过好望角抵达东印度之航路让欧洲得到的好处
第八章重商主义之结论
第九章论重农主义，或论那些主张土地的产出是各国收入或财富的唯一或主要来源的政治经济思想体
系
第五卷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
第一章论君主或国家的经费
第一节论国防经费
第二节论司法经费
第三节论公共设施和公共机构的经费
第四节论支持君主尊严所需的经费
结论
第二章论社会一般或公共收入的来源
第一节论君主或国家的专属财源或收入来源
第二节论税捐
第三章论公共债务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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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论分工　　劳动生产力最为重大的进步，以及人们不管往何处引导或在何处应用劳动生产
力，所展现的大部分技巧、熟练度与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且让我们在某些特别的制造业里讨论分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也许比较容易了解社会上一般
的分工会产生什么结果。
一般认为，规模小的制造业分工的程度最高;实际上，这些小规模的制造业，分工的程度也许不会比其
他比较重要的制造业来得高。
但是，那些旨在供给少数人少量需求的制造业，所雇用的劳工人数必然不多，而在不同部门工作的工
人，往往可集中在同一个工厂内工作，让旁观者一眼就能综观全局。
相反的，那些旨在供给大多数人大量需求的大型制造业，每个工作部门都雇有大量劳工，所以不可能
把所有劳工都集中在同一工厂内，因此，我们不太可能同时看见一个部门以上的工人在工作。
所以，这种大型制造业实际上也许比小型制造业分成更多的部门，但分工的方式却没有那么明显，因
此旁观者比较不容易一眼看穿。
　　所以且让我们从小规模的制造业中举出一个例子。
就让我们以别针制造业为例，因为经常有人注意到这个行业的分工情形。
一个未曾受过这个行业训练的工匠（由于分工，制作别针已成为一种特殊行业），如果又不熟悉这个
行业里所使用的机器（也许是为了分工，才发明了这些机器），那么即使竭尽所能工作，一整天也许
都做不成一枚别针，若想做二十枚，就更不可能了。
以目前这个行业经营的方式来说，不仅整个工作已经成为特殊行业，而且它又被分解成若干部门，其
中大多数同样也已成为特殊行业。
一人抽铁线，另一人拉直，第三人切断，第四人削尖，第五人研磨顶端以便装头;而制作针头则需要三
个特别的工序，这里就不逐一介绍了;装头是一项特别工作，将别针涂成白色又是另一项，甚至把别针
用纸包好，也是一项特殊工作;于是，制作别针的主要工作就这样大约分成十八个特别工序。
有些工厂，这十八个工序分别由十八个特定工人完成，但也有些工厂，一个工人会兼做两三个工序。
我曾经见过一个这种小工厂，只雇用了十个工人，因此当中几个必须负责两个或三个工序。
尽管他们很穷，一些必需的机械配备显然捉襟见肘，但如果他们努力工作，一整天下来却能做出约十
二磅的别针。
以中型别针每磅约有四千余枚来计算，这十个工人每天就可做出四万八千余枚别针。
如果以每个人都制作这四万八千枚别针当中的十分之一来算，等于每人每天做了四千八百枚别针。
但如果他们每个人都各自独立工作，而且都未曾接受这个行业的特殊训练，那么他们当中无论是谁，
都不可能在一天内做出二十枚别针，说不定连一枚都做不出来;也就是说，由于适当的分工与工序组合
，他们每个人每天能够制作四千八百枚，可是如果他们各自独立工作，每个人不但做不到那个数量的
两百四十分之一，恐怕连四千八百分之一也做不到。
　　在其他行业或制造业，分工效果都会和前述那个小行业相似;虽然在许多行业，分工程度不能达到
那么细密，工序也无法简化到那么单纯。
然而任何一种行业，若能引进分工，都会因分工而使劳动生产力得到相当比例的提高。
而且不同行业与职业之所以相互分离出来，似乎也是由于分工有这种好处。
一般来说，产业最发达进步的国家，通常也是分工程度最高的国家;在野蛮的社会状态里，由一人完成
的工作，到了进步的社会中，通常都变成由几个人来完成。
在进步的社会里，一般来说，农夫只做农夫的工作，制造业者也只做制造业者的工作。
此外，完成一件制品所需的劳动，也几乎一定会由许多人来分担。
想想看，生产纺织品的行业雇用了多少种不同职业的人?包括了种麻的人、牧羊的人、漂白和烫平布匹
的人，或染布和整布的人等等。
农业确实不像制造业那样允许细密的分工，而各种属于农业的行业，也不像制造业那样清楚分离。
例如，畜牧业和玉米种植业就不可能像普通的木器业和铁器业那样完全分开。
又例如，纺纱工几乎总是和织布工不是同一个人;但犁地、耙土、播种和收割者，通常却是同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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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农事，每年随着季节替换而轮番重复上场，不可能让每个人固定只从事当中的一种工作。
而我们不能将农业所运用的各种劳动完全清楚分开、相互独立出来，也许就是农业劳动生产力改善的
速度跟不上制造业的主要原因。
一般来说，现在最富裕的一些国家的确在农业与制造业方面都优于邻国;但它们在制造业方面的优越程
度，通常大于农业方面的优越程度。
一般来说，它们的土地耕耘情况比较好，花在土地上的劳动与费用也比较多，在一定面积与自然肥沃
的土地上，生产出来的物品也比较多。
但就比例来说，富国每单位土地较高的生产数量，很少超过它们在单位土地上所花费的较多劳动与费
用。
在农业方面，富国的劳动生产力未必比贫国的劳动生产力高很多，至少不会像在制造业方面那样明显
。
所以，如果质量同样优良，富国的小麦，在市场上的售价，未必比贫国的小麦来得便宜。
例如，波兰小麦与质量同样优良的法国小麦，在市场上的价格一样便宜，尽管就富裕和进步的程度来
说，法国胜过波兰。
又例如，在法国小麦产区出产的小麦，质量与英格兰出产的小麦一样好，而且在大多数年头价格也大
致相同，然而就富裕与进步的程度来说，法国也许不如英格兰。
可是，英格兰的麦田耕种得比法国好，而法国的麦田，据说耕种得比波兰好很多。
贫国土地耕种的情况，尽管次于富国，但贫国生产的小麦，在质量和价格方面，却在相当程度上能与
富国竞争;但在制造业方面，尤其是那些适宜富国土壤气候与位置的制造业，贫国最好别想和富国竞争
。
法国的丝织品比英国好而且便宜，只是因为丝织业在目前原丝进口税很高的情况下，不适合在英国的
气候条件下发展。
但英格兰的五金制品和粗毛织物的质量，皆远胜于法国，而且即使质量同样优良，英格兰制品的价格
也比法国便宜许多。
在波兰，除了少数几种如果没有就很难过活的简陋家用制品外，据说几乎没有什么制造业。
　　分工之后，同样人数的工人所能生产的数量大为提高，主要是基于三种不同理由;第一，每个工人
手脚灵巧的程度提高了;第二，工人不再需要从一种工作转换到另一种工作，节省了一些时间;第三，
由于发明了许多机器，简化与节省了人力，使一个人能够完成许多人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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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在我心中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
”　　——温家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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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系统研究，创立了完整的理论体系，而且把古典政
治经济学提高到了一个全新的现代水平。
”　　——卡尔·马克思　　　　“从最终效果来看，《国富论》也许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书，这本
书对人类幸福的贡献，超过所有名垂青史的政治家和立法者做出的总和。
”　　——巴克勒《文明史》　　　　“这是一部将经济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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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经典，是一本由有着高深学问和深邃见解的人所撰写的旷世巨
著。
”　　——马克斯·勒纳（《国富论》编辑）　　　　“《国富论》为近代经济学思潮之滥觞，欲窥
经济学堂奥者不可不读之经典巨著。
”　　——黄朝熙（台湾清华大学科技管理学院经济系教授、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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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世界各国领导人必读书　　经济学学者权威全译本　　这是一部在任何时代都被经济学家推崇备
至的经济学巨著，它改变了并将继续改变人类历史的进程！
这本书对人类幸福的贡献，超过所有名垂青史的政治家和和立法者做出的总和。
　　同名英文原版书火热销售中：The Wealth of Nations: The Economics Classic - A selected edition for the
contemporary reader 　　商品《国富论（全译本）》有两种印刷封面，随机发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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