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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国富论》的首次出版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在此后的二百余年中，它被加
诸“西方经济学的‘圣经’”、“经济学百科全书”、“影响世界历史的十大著作之一”等许多美誉。亚当·斯密
着眼于他所观察到的尚未出现工业革命的世界经济，首次系统分析了国民财富产生、分配与持续运转的

内在规律。他认为人类利己的动机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暗中推动一切经济行为，同时强调政府应尽

可能少地干预，并给予贸易自由的发展。亚当·斯密在经济学界中拥有近乎于神的地位，迄今为止，他
的思想仍是所有主流的经济学理论必须参考借鉴的基础。

本书邀请资深专家对原著做出删节，在缩减篇幅的同时，充分保留斯密思想中的精华部分及完整体系。

此外，本书还在经典原著的基础上，选配420幅传世名画、大师摄影及经典插图，力求贴近原著



《国富论》与英国的崛起《国富论》与英国的崛起

近代以来，一个国家真正的崛起，更多取决于它是否在经济上崛起，纯粹靠军事征服和领土扩张而实现

的崛起，很难长久维系。在依靠殖民掠夺以及工业革命带来的先进技术获得初步的实力之后，英国迫切

需要解决如何缔造新秩序以适应新发展的问题。可以肯定地说，1776年《国富论》的问世，对于英国这
一问题的解决具有极其深远的指导意义。

英国的辉煌

在《国富论》理论的指导下，英国成为了世界工厂，为了实施自由贸易政策，英国用武力迫使一个又一

个国家打开了大门，从而形成一个以英国为核心的商业贸易圈，英国由此迅速扩张成为一个“日不落的
帝国”。



《国富论》揭示的两大财富来源《国富论》揭示的两大财富来源

在《国富论》中，斯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增加国民财富为主线，以资本主义社会3个阶级的3种收
入理论为核心，总结出国民财富增长的两种途径：第一种途径是分工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第二种途径

是增加劳动者人数和资本积累。这两种途径都可以带来更多年产物，使国家财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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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及全书设计序论及全书设计

任何一国国民日常的一切生活必需品与便利品都来自他们自身每年中的劳动。这些用于消费的商品，或

者是本国国民劳动生产的直接产物，或者是以这些产物从外国换回的商品。

本国国民的劳动产物与从外国换购回的商品之间的比例或大或小，而这一比例将会决定本国国民所需要

的一切消费商品的供给情况的好坏。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而言，这一比例都要受到以下两种情况的影响：一是从普遍上的意义来说，这

个国家的国民运用劳动的熟练程度、技巧性与判断性；二是国内从事有用劳动与不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

比例情况。任一国家在土壤、气候和面积上或有差异，但国民需求每年供给的好坏，却必然是由这两种

情况决定的。

除此之外，国民需求供给的好坏，似乎较主要地受前一情况影响。在以渔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原始社

会，所有具有劳动力的成员都或多或少地参与有用劳动，并尽可能以各种生活必需品供给自身和家族内

因老幼病弱而不能参与有用劳动的人。但他们的生活依旧贫乏，甚至会迫不得已地杀害失去无劳动能力

的亲人；或遗弃他们，使之听任老天安排的命运。而当人类社会进入文明繁荣阶段时，一些社会成员完

全脱离了有用劳动，并且要消费比大多数劳动者多过十倍甚至百倍的劳动产物，但由于整个社会的生产

能力极为强大，所有人的生活都能得到充分的满足，连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只要足够勤劳节俭，

也能享受比野蛮人更优越安稳的生活。

劳动生产力究竟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改良，劳动生产物，又是按照怎样的顺序自然而然地分配给社会

的各个阶级？这就是本书第一篇所论述的主旨。

不论一个国家的国民运用劳动的熟练程度、技巧性与判断性达到怎样的程度，在这种程度继续运用的阶

段中，国民需求每年供给的好坏，将由国内从事有用劳动与不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比例情况来决定。在

下文中我将要说明，有用的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在任何情况下，都与推动劳动的资本量及资本用途成

比例。因此，本书第二篇，主要讨论资本的性质、积累资本的方法，以及不同用途的资本，所推动的劳

动量亦不相同这几个论点。

当国民运用劳动的熟练程度、技巧性与判断性已达到较高层次，不同国家对于社会内劳动的一般管理或

指导，曾采取极不相同的计划，而这些计划在促进增加全国劳动生产物时具有不同的影响力。有些国家

特别鼓励农村的产业；另一些国家却特别鼓励城市的产业。没有一个国家会试图使国内的各种产业完全

平均地发展。自从罗马帝国的分崩离析，欧洲各国的政策都比较不利于农业，而比较有利于城市的产

业，即工艺、制造业和商业。这是本书第三篇即将阐述的，为什么人们会采用和规定这种以城市为主要

发展方向的政策。

这些不同计划的实行，最初也许是因为某个特殊阶级的利益与偏见，他们不曾预见，甚至也不曾考虑这

些计划将如何影响所有社会成员的生活。但是，这些计划却引起了见解差异极大的各种经济学说。有些

学说认为城市产业重要；有的学说又极力阐述农村产业的重要性。这些经济学说各自发表的理论，不仅

对学者们的意见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而且各国君王和国家的政策亦因它们而有所变化。我将试图尽我

所能，在本书第四篇中详尽并明确地解释这些学说，并说明它们在各个时代和各国中所产生的重要影

响。

总之，本书的前四篇主要是力图说明社会中各个阶层的收入构成，以及供应各个时代各国国民每年消费

的资源所具有的性质。至于第五篇，即最后一篇所探讨的，则是君主或国家的收入。在这一篇里，我要

竭力在以下这几方面作出说明：一是什么是君主或国家的必需费用，其中哪些需要由全社会共同交纳的

赋税负担，而哪些则应由社会某特殊阶级或成员负担；二是来自全社会所有纳税人的税款是以怎样的方

式征收的，并分析不同征集方式的利弊；三是近代绝大部分的国家政府把收入的一部分作为担保来举债

的原因，并说明这种债务，对于增加一个国家的财富（即社会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会产生怎样的作



用。



导读导读

一、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一、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人生历程斯密的人生历程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年出生于苏格兰法夫郡（County Fife）的科卡尔迪（Kirkcaldy）。父亲
同样叫做亚当·斯密，是一名律师，同时也是苏格兰的军法官和科卡尔迪的海关监督，在斯密出生前几
个月去世。母亲玛格丽特（Margaret）出身于一个富裕的贵族家庭，知书达礼，教子有方。斯密在母亲
的细心抚养和严格教育下长大成人。

1723～1740年间，亚当·斯密在家乡苏格兰求学。14岁（1737年）进入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在那里完成了拉丁语、希腊语、数学和伦理学等课程的学习；1740～1746年间，因为成绩
优良而被推荐到牛津大学（Colleges at Oxford）。在牛津，斯密并没获得很好的教育，但是通过自己广
泛阅读，深入学习了希腊和拉丁经典学说、外语、文学和哲学等方面的知识。1746年，斯密离开牛津返
回家乡从事学术方面的研究，1748年在爱丁堡大学讲授修辞学与文学。1751年，开始在格拉斯哥大学担
任逻辑学和道德哲学教授，同时兼职学校行政事务，一直到1764年。任教期间，斯密于1759年出版了
《道德情操论》，此书获得了学术界极高的评价。

1764年，斯密辞去了格拉斯哥大学教师的职务，担任巴克莱公爵的私人老师，并陪同公爵漫游了整个欧
洲大陆，欧洲几年的游历让他受益匪浅。1766年返回英国后，斯密开始着手写作《国富论》。1773年，
《国富论》基本完成，斯密花去三年的时间又对其润色修改后，才最终于1776年3月出版。《国富论》
出版后，立刻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影响所及遍布欧美。斯密因此名声大噪，成为伦敦政界的知名人物，

以至于国会讨论法案时，都常常以《国富论》为据。

1778年，斯密与自己的母亲开始在爱丁堡定居，同时担任起了苏格兰海关的五大总监之一，1787年被选
为格拉斯哥大学荣誉校长。这期间，他把自己的精力更多地用在了《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修订

工作上，单是《国富论》就先后修订了5次之多。斯密一生著述很多，但因为在去世前嘱咐朋友将自己
的手稿全数销毁，所以很多成绩遗憾地不被后人所知。1790年7月17日，亚当·斯密与世长辞，享年67
岁。

斯密一生工作勤奋，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学术研究上，为此他终身未娶，并且曾经自豪地

说：“我只是自己书籍的爱人。”与此同时，斯密又是个大孝子，一直和母亲相依为命地生活在一起，直
到她生命的最后时刻。

亚当·斯密是一位真正在学术上具有卓识远见的大师级人物，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涵盖多方面学
科在内的社科体系。《道德情操论》、《国富论》外加后人整理出版的《法律讲稿》这三本书，有机结

合了道德伦理、法律和政治、政治和经济等诸多方面的学科理论，是斯密思想体系的完美体现。马克思

对亚当·斯密的著作体系进行了详尽深入的研究，他这样评价斯密：“在亚当·斯密那儿，政治经济学已经
发展为一个整体，它所囊括的范围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形成。”斯密的经济理论统治欧洲和美国长达两百
多年，采用斯密理论的国家，经济通常都会很繁荣，而没有采用其理论的国家，则会贫穷落后。

亚当·斯密之后直至现在，经济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使得他的一些思想被搁置被低估甚至被遗
忘。但毋庸置疑的是，正是斯密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真正系统的科学，他是当之无愧的“自由企业的守护
神”和“现代经济学之父”。

二、横空出世的《国富论》震撼世界二、横空出世的《国富论》震撼世界

《国富论》（The Weath of Nations）的全称是《国家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国富论》出版的年代，正值英国资本主义成长的关键时
期。整个英国的制造行业虽然已经开始了从传统的手工业向机械大工业的过渡，却依然摆脱不了封建残

余和传统商业体系的束缚阻挠。年轻的资本家们迫切需要一个先进的理论体系作为后盾，以此来扫清发

展道路上的种种障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横空出世，肩负起了资本主义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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