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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劳动、机器及资本联合运用到土地中，所得的产品将分配给地主、资本家及劳动者三个阶级；他们分
别是土地的所有者、耕种资本的所有者、提供劳动的耕作者；土地产品分别以地租、利润和工资的名
义分配给这三个阶级。
但在社会的不同阶段，各阶级所得比例不同，这主要由土地肥力、资本积累、人口状况及运用于农业
中的技巧、智慧和机器所决定。
确立这种分配法则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
杜哥特、斯图亚特、斯密、萨伊、西斯蒙第等人的著作曾使这一学科得以改进，但是对于地租、利润
及工资的自然过程却未作出令人满意的论述。
1815年，马尔萨斯先生在《地租的性质与发展》中提出了正确的地租理论，牛津大学一位研究员在《
土地投资论》中也提出了相同见解。
如果对地租原理的理解不够充分，则无法理解财富增加对利润及工资的影响，关于赋税的征收对于社
会各阶级的影响也无法探求到满意的答案。
当课税对象为土地原产物时，这个原理则尤为重要。
由于对地租原理理解不够透彻，很多与地租问题密切相关的重要真理被亚当·斯密等名家所忽视。
唯有使地租问题得到彻底解决，这些真理才有可能被发现。
这种缺陷的弥补非本书作者能力所及。
但关于此问题，我在研究时竭心尽力，广泛吸取上述名家的著述精髓，并借鉴了近年来丰富的材料提
供的经验，因此，相信作者所要发表的关于利润法则、工资法则及赋税作用的观点，应该不会被视为
自不量力。
如果作者提出的原则确无偏颇，则遵循此原则去探求其重要结论当属他人之事，本人才疏学浅，难担
此大任。
对普遍认同的观点，本书曾提出异议。
对于亚当·斯密的著作，在下也有存疑之处.我认为有必要予以认真讨论。
不过，希望大家不要误会，我对此杰出学者的著作还是极为推崇的，且不亚于其他以政治经济学为重
的人们。
这话同样适用于萨伊先生的著作。
萨伊先生是第一个赞同并运用斯密学说的人，也是第一个把这启迪人心、裨益民生的原理引入欧洲各
国的人。
而且，通过他进一步的整理，使这门学科更系统，更合乎逻辑，更具有启发性，并以独创、精深的见
地丰富了学说内容。
但是，我虽然尊重萨伊先生的著述，但对《政治经济学》中的某些观点却不能不予以评论。
为了学问，这种自由极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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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囊括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所有理论，包含着李嘉图经济思想的全部精髓。
    该书是继《国富论》之后的古典经济学巨著，其宗旨是为工业资产阶级反对贵族地主阶级提供理论
武器。
从内容上看，其整个理论体系由价值理论、分配理论、货币理论、自由贸易理论、经济危机、赋税六
部分构成。
李嘉图以分配论为中心，使货币学说与劳动价值论互相联系，将劳动价值论贯穿其始终；李嘉图积极
主张自由贸易，但只承认局部的生产过剩，否认现实的经济矛盾和危机；他对赋税的结论是：最好的
财政计划是节流，最好的赋税政策就是减少赋税，因为任何赋税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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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大卫·李嘉图（1772-1823），英国产业革命高潮时期的经济学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
李嘉图14岁开始从事证券交易工作，17岁创建了自己的证券公司，是历代经济学家中少见的商业天才
。
由于李嘉图在青年时代并来接受过系统的教育，他在经济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完全源于自学。

    1799年，受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影响，李嘉图逐渐放弃了商业经营，开始研究经济问题。
1809年，他在《黄金价格》中首次提出了货币数量论，推动[金价论战]进入高潮，李嘉图由此名声大
噪，被奉为[金块论者]的领袖。
1815年，李嘉图出版了《论低价谷物对资本利润的影响》一书，并以此驳斥《谷物法》。
1817年4月，李嘉图终于完成其最重要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其学术水平达到了巅峰
。
1819年，李嘉图获得了英国上议院议员的席位，他希望借此平台提高自己在国家经济政策上的影响力
。
1823年9月11日，李嘉图因耳疾病逝于伦敦，年仅5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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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论价值商品交换价值与相对劳动量的关系亚当·斯密认为，价值有两种含义：一为使用
价值，它代表物品的效用；一为交换价值，它代表拥有某物品后对于其他种类物品的购买力。
物品的使用价值很大时，其交换价值往往非常小，甚至没有；相反，当物品的交换价值很大时，其使
用价值却往往非常小，甚至等于零。
比如我们生活所不可缺少的水和空气，效用极大。
可是，在通常情况下不能用其来换取任何东西；相反，与空气和水相比，黄金的效用并不大，但却可
换取相当多的东西。
物品的效用虽不能用以衡量其交换价值，但却是交换价值所不可缺少的。
某一物品，不管它如何稀缺，也不管生产它时消耗了多少劳动量，如果其毫无用途，即不能满足人们
的任何需求，那么最终它都不会具有任何交换价值。
有用商品的交换价值决定于两个因素，一是其稀缺性，二是其生产时所必要的劳动量。
某些商品的价值只决定于其稀缺性。
如稀有的雕塑、美术作品、书籍和古币等，其数量不会因劳动量之增加而增加，其价值也不会因供给
之增加而减少。
再如，有些葡萄酒，其价格之所以昂贵，是因它产自特殊土壤，具有特殊的品质，且数量有限，其价
值与必要的生产劳动量并无关系。
所以说，这类商品的价值完全取决于欲求得之人的购买力及其对此类商品的欲望。
市场日常交换的商品中，稀缺商品所占份额极少。
人们想要购买的物品，绝大多数都可由劳动产出。
只要投入必要的劳动量，这类商品便可在一国或多国无限量生产出来。
因此，我们在谈论商品、商品交换价值及商品相对价格规律时，皆指此类商品。
人类社会早期，此类商品的交换价值完全决定于生产时所必要的相对劳动量。
亚当·斯密说，物品的实际价格——欲得此物之人所应花费的实际费用等于人们获取此物时所付出的
辛劳。
某种物品的实际价值，或者说此物品拥有者将其出售或用之交换他物的实际价值，等于因占有此物而
节省下来且转加在他人身上的辛劳。
他又说，劳动是第一价格，是购买所有物品的原始货币。
在人类社会早期，资本积累及土地占有尚未出现之前，衡量物品交换比例的唯一尺度，就是获取各类
物品之必要劳动量的比例。
假设在通常情况下，渔猎民族捕杀一只海狸所用去的劳动为捕杀一头野鹿的两倍，则一只海狸即可换
取两头野鹿，就是说，其价值相当于两头野鹿的价值。
自然，一般情况下皆需两天劳动才可获取的物品，其价值应为以一天劳动即可获取之物的两倍；以两
小时劳动才可获取的物品，其价值也应为以一小时劳动即可获取之物的两倍。
实际上，除去那些人类劳动无法增加的物品，人类劳动当为一切物品之交换价值的基础。
在政治经济学中，价值的含义比较模糊，曾带来诸多错误与分歧，因此，“人类劳动决定交换价值”
这一观点已成为政治经济学中极为重要的学说。
用于生产商品的劳动量决定商品的交换价值：生产某类商品的劳动量增加后，此商品的价值必增加；
这种劳动量减少，则此商品的价值也会减少。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赋税原理>>

编辑推荐

《赋税原理》：亚当·斯密与卡尔·马克思之间的桥梁之书。
该书是《国富论》之后又一部伟大的经济学巨著，囊括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全部精要，同时，又是《
资本论》重要的智慧源泉。
读《资本论》《国富论》，更要读《赋税原理》。
李嘉图认为社会一切收入都应征税，但对国家而言，最好的财政计划是节流，最好的赋税就是赋税额
最小的赋税。
既保护生产又平衡分配的国家经济学。
在李嘉图看来，人类行为的准则是个人利益，是对个人功利的追求，即寻求快乐和避免痛苦。
他同时又认为，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与整个社会的利益是一致的，是符合社会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
。
李嘉图架起了亚当·斯密与卡尔·马克思之间的重要桥梁《国富论》之后第一部最著名的经济学著作
，影响每一代学人的知识名著作为政治家或立法者关注的科学的部分，政治经济学有两大明确目标：
一是为人们提供什么，或者说是否使人们能为自己提供丰厚的收入或生活资料；二是如何为国家或全
民提供足以维持公用事业的财源。
《赋税原理》所研究的是如何既能国富又能民强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赋税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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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