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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将经济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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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有强大的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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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仿佛全身装着天线，能收到并吸取其所有能接触到的一切信息。
他的书不只是为图书馆馆藏而写的，对经济意见和国家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而形成了我们今天
深处其中的整个生活环境。
　　18世纪结束以前，《国富论》就义除了九个英文版本。
人们以“一鸣惊人”来形容《国富论》的出版，并一致公认亚当·斯密是一门新学科——经济学的创
始人，亚当·斯密因此而声名显赫。
据说，英国议院进行辩论或讨论法律草案时，议员们常常因《国富论》中的观点，通常是一经引证，
反对者大多不在反驳。
　　《国富论》发表之后，马上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时至今日，许多国家制定政策时都以该书的基本
观点作为依据，而这本书更已成为所有想了解经济学知识的人的必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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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祖钧，长沙理工大学教授，精通英文、俄文，长期从事翻译工作，为中国翻译协会资深翻译家。

　　亚当·斯密，公元1723～公元1790亚当·斯密是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
他于1723年出生在苏格兰的克科底，青年时就读于牛津大学。
1751年到1764年在格斯哥大学担任哲学教授。
在此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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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古代国家农业所遭受的挫折  第三章 罗马帝国衰亡后城镇的兴起和发展  第四章 城镇商业如何促进
了农村的发展第四篇  两种政治经济学体系  导论  第一章 商业或重商体系的原理  第二章 限制国内能够
生产的外国货物的进口  第三章 对那些其贸易差额不利于我国的各种货物所实行的进口特殊限制  第四
章 退税  第五章 奖励金  第六章 商业条约  第七章 论殖民地  第八章 关于商业体系的结论  第九章 农业体
系——政治经济中把土地生产物视作一个国家的收入和财富的唯一或主要来源的各种体系第五篇  君
主或英联邦的收入  第一章 君主或英联邦的费用  第二章 社会一般收入或公共收入的来源  第三章 国债
附录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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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获得新的领土或开发新的经营领域，有时可以提高资本的利润，从而提高货币的利息，即使是在
一个迅速获取财富的国家也是如此。
由于国家的资本不足导致只能将资本用于能提供最大利润的行业。
以前在其他行业使用的资本有一部分必然会被抽出来，转用于一些新的和最有利的行业。
因此，在所有那些旧的行业中，竞争比从前减弱了。
市场不像以前那样能得到各种商品的充分供给。
商品的价格必然多多少少有些提高，为从事此类贸易的人提供了较大的利润，因而他们能用较高的利
息去借款。
在最近一次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不仅信用最好的个人，而且还有伦敦一些最大的公司，通常都
能以5%的利率借款，而他们过去所支付的利率不超过4%或4.5%。
通过我们对北美和西印度群岛的占领，使我们的领土和贸易大为增长，就足以充分说明这一点，而不
必假定社会的资本存量有任何减少。
由旧资本来经营的新业务的巨大增长，必然会减少在许多其他行业中资本的使用，由于在这些行业里
的竞争较少，利润必然增大。
我在下面将有机会提到，即使是最近一次战争的支出巨大，大不列颠的资本存量也并未减少。
　　可是，社会资本存量的减少，或指定用来维持工人的资金的减少，在降低劳动工资的同时，提高
了资本的利润，并且也提高了货币的利息。
由于劳动工资的降低，社会剩余资本的所有人只能用比以前少的费用支出将自己的货物送人市场；又
由于用来供应市场的资本比以前少了，他们就可以用较高的价格将货物售出。
他们的货物成本比以前低，所以，他们的货物所得就比以前多。
因此，他们的利润在两方面都增加了，这样，他们就可以支付很高的利息。
在孟加拉及其他大不列颠的东印度群岛的殖民地突然轻易地获取的巨大的财富，足以令我们相信，在
这些被毁灭的国家里，由于劳动工资很低，所以资本的利润就很高。
货币的利息也相应很高。
在孟加拉，货币常以40%或50%或60%的利率贷给农场主，以下一次的收获物作为抵押担保。
由于能支付如此高昂利息的利润必然会吞噬地主的全部地租，因此，这样苛刻的高利贷必然也会吞噬
这一利润的绝大部分。
在罗马共和国衰亡以前，各省在其总督们招致毁灭的行政管理之下，同样的高利贷似乎是司空见惯。
正如西塞罗的信件告诉我们的那样，道德高尚的布鲁塔斯在塞浦路斯以48%的利率放款。
　　在一个国家财富已达到其土壤和气候的性质和它与其邻国相关的位置所许可的最高限度时，它就
不会再向前发展，但是它也没有向后倒退，这时的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都可能非常低。
在一个相对于其领土所能维持和资本所能雇用的人数而言，人口已经饱和的国家，就业的竞争十分激
烈，从而会使得工资降低到仅够维持劳动者人数的地步：又由于该国人口已经饱和，劳动者的人数也
绝不可能增加。
在一个相对于其必须经营的所有行业而言，其资本已经饱和的国家，每一行业所使用资本数量的大小
，则视该行业的性质和范围而定。
因此，所有地方的竞争都很激烈，而一般利润也会越降到其最低的程度。
　　但是或许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曾经达到过这种富裕的程度。
中国似乎已长期停滞，早已达到与它的法律和制度的性质相吻合的充分富裕的限度。
但在其他的法律和制度下，其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允许的限度或许要比上述限度大得多。
一个忽视或鄙视对外贸易的国家，只允许外国船进入它的一两个港口，无法经营在不同的法律和制度
下可能经营的那么多的贸易。
此外，在一个国家，虽然富人或大资本家享有很大的安全感，但穷人或小资本家却无任何安全可言，
他们随时都会受到下级官吏以执行法律为借口的掠夺。
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所有不同行业中所运用的资本，绝不可能达到这一行业的性质和范围所容许的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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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在每一个不同的行业里，对穷人的压迫必然会形成富人的垄断，富人通过将全部经营所得攫为己有，
使他们自己获得极大的利润。
因此，据说在中国，12%是常见的货币利息，而资本的一般利润一定要足以支付这么高的利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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