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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批判地继承了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并以此为基础，论述了工资、利
润和地租的相互关系．除此以外，货币理论、对外贸易中的比较成本学说、赋税的一般原理和原則也
在本书当中得以论述。
该书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巅峰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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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嘉图(旧译“里嘉图”，1772一l823)，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之一，也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
学的完成者。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是他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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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在谷价提高后，工资不变呢？
一些微增加呢？
大增加呢？
那我们可以不问。
制造家农业家须同样支付工资，亦同样受谷物腾贵的影响。
但就他们的利润说，影响却不一致。
农业家将以高格价售卖自己的商品，制造家的商品价格却依旧。
利润不等，常常是资本移动的诱因。
于是，谷物产量增加，制造品产量将减少。
但制造品价格，不能因产量少而腾贵。
制造品的供给，可由谷物输出而得。
若说奖励金会提高谷物价格，那非相对提高，即是不相对提高，二者必居其一。
若是相对提高，则在谷物尚未因供给丰饶而再减落以前，我们决不能否认农业家的利的特高，亦不能
否认资本移动的诱因。
若不相对提高，那除了纳税的不便以外，还有什么可以伤害国内消费者呢？
如是，制造家购买谷物虽须支付追加价格，但他售卖制造品亦可以取得追加价格，二者可以相抵。
亚当·斯密的错误，和《爱丁堡评论》作者的错误，出自同一来源。
他们都以为“谷物价格，支配一切国产商品的价格”。
亚当·斯密说：“这，支配劳动的货币价格，因劳动的货币价格，须够工人购买足够的谷物，以维持
他自身和他家庭。
支付的丰啬如何，固应视社会情状，但足够的谷物量，雇主终有支付义务。
谷物的货币价格，支配一切其他原生产物的货币价格，从而支配各种工业原料的货币价格；谷物价格
支配劳动的货币价格，从而支配各种工业劳动的货币价格；合计起来，从而支配全制造品价格。
劳动的货币价格，一切生产物的货币价格，都须按照谷物的货币价格，为比例的腾落。
”亚当·斯密这种主张，我早已加以驳斥。
他认商品价格腾贵为谷物腾贵的必然结果。
他以为，谷价腾贵的负担，只能由商品腾贵而支付。
他不知道，这种负担的支付，不一定要提高商品价。
他们二人，还有一个相似之点，卢梭以为，在政治方面打倒专制暴力贵族权威之后，确立第三阶级的
自由，便是确立全国民的自由。
亚当·斯密亦以为，在经济方面破除种种束缚之后，第三阶级的利益，便是全国民的利益。
贯通亚当·斯密《国富论》全书的中心思想，便是这种假设。
所以他全书讨论的，只是如何发展大工业，如何确立第三阶级自由的问题，但他全书的题名，却是《
诸国民之富的性质及其原因之研究》。
他以为，资本家为自身利益，把资本投在于己最有益的事业上，亦即最有益于社会。
在亚当·斯密心中，劳动阶级与资本阶级斗争的黑影，全不存在。
后来阶级斗争的惨状，他不曾梦想。
在他整个的思想中，只有如何始可发展工业的问题，但工业发展之后，社会上究将受何种影响，在他
，实在难于想象。
在其《国富论》中，如果偶尔言及了工业发展以后的结果，那他的结论，便是：工业发展于全社会有
利。
他不知道，随生产问题而起的分配问题，会成为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人类的中心问题。
他只注意了经济上的生产问题，未曾注意经济上的分配问题。
但历史告诉我们，工业发展的结果，决不如亚当·斯密所想象。
工业发展，对于劳动阶级及资本阶级，可以而且一定会发生极端相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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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资本阶级有利的，一定于劳动阶级有害。
所以，在特殊情状下，工业发展不是国民之富的原因，只是特殊阶级之富的原因。
由工业发展而引起的社会上各种惨状，终随时代之推进而暴露。
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兴起，乃为必要。
圣西门，佛立埃，奥文辈的学说，遂大行于世。
但在他们之前，还有一个思想家不可为我们所忽视的，是英国的威廉·高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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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汉译经典016: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是汉译经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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