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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

前言

在六十余年的翻译生涯中，我曾译过不少优秀作品。在翻译它们的过程中我也曾激动过，并且得到了
欢乐。也正是这些欢乐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驱使着我去翻译它们。不过，一经完成出版后，我就很少
再去探视它们了。唯独这本《国富论》，自从2000年着手翻译以来，我就再也丢不下了。总觉得这本
书实在是写得太好了，值得细嚼。我要尽我毕生之力把它译好，给读者提供一本正确无误、清晰易懂
的译本。因而这十余年来，我对原文中的有些词句和段落进行了反复的推敲。对译文进行了无数次的
重译和修改。在力求使译文更加通顺流畅的同时，本着忠实于原著的精神，使译文更加贴近原意和原
作风格。    在为这本书打上句号的时候，我想借此机会对在本书翻译和出版过程中所有给予过我帮助
和支持的同志和朋友表示我的谢意，感谢他们的支持与合作，并望大家指正！    谢祖钧    2012年8月长
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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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

作者简介

作者:(英)亚当·斯密 译者:谢祖钧 注释解说词:焦雅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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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

书籍目录

第一篇  劳动生产力提高的原因及劳动产物在不同阶层人们中分配的自然顺序
  第一章  劳动的分工
  第二章  劳动分工的根源
  第三章  劳动分工受市场大小的限制
  第四章  货币的起源及其功用
  第五章  商品的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劳动价格与货币价格
  第六章  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
  第七章  商品的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
  第八章  劳动工资
  第九章  资本利润
  第十章  劳动与资本用于不同用途其工资与利润也不相同
  第十一章  地租
第二篇  资财的性质、积累和用途
  序论
  第一章  资财的分类
  第二章  货币作为社会总资财的一个特殊部门作为维持国家资本支出的货币
  第三章  资本积累或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
  第四章  贷出取息的资财
  第五章  资本的不同用途
第三篇  不同国家不同的富裕进程
  第一章  富裕的自然进程
  第二章  罗马帝国衰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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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镇商业对农村发展的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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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国内能够生产的外国货物进口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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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商条约
  第七章  殖民地
  第八章  关于商业体系的结论
  第九章  农业体系——政治经济学中把土地产物视作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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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主或国家的收入
  第一章  君主或国家的费用
  第二章  社会的一般收入或公共收入的来源
  第三章  论国债

Page 5



《国富论》

章节摘录

劳动生产力的最大提高以及生产中技能、熟巧和判断力的进一步完善看来都是分工的结果。只要对个
别制造业中的分工进行一番考察，我们就将更加容易理解分工在整个社会运作中的效果了。人们通常
认为在一些最无关重要的制造业中分工进行得最彻底。也许它们并不是真的比其他比较重要的制造业
中分工分得更细，而只是因为那些不甚重要的制造业只需生产少数人所需要的少量产品，它们雇用的
工人少。各个工种所雇用的工人通常都可以集中在一个车间里，旁观者一看就可一目了然。反之，在
那些大的制造业里，由于它们的产品要供应大群的人、要满足他们大量的需求，于是每个工种需要雇
用大量的工人，他们也就不可能都集中在同一个车间里了。因此，每次我们能看到的最多也只是一个
工种的工人。在这种大的制造业中，尽管生产过程可能划分得比那些不大重要的制造业还要更细，但
是由于所有工人不集中在一处，分工看起来就不那么明显，因而也就比较难以被觉察。    就以制造大
头针作为一个例子。这是一个极不重要的制造业，然而它的分工却常引起人们的注意。一个没有受过
这门训练的工人（分工已经使制针业成为一种独特的行业），又不熟悉制针机械的操作（可能同样是
由于分工才导致了机器的发明），即使再努力，一天恐怕也难制造出一枚大头针，而且可以肯定绝对
制造不出20枚。但是现在大头针的生产情况就不同了。它不仅是一个独特的行业，而且被细分成了许
多工种，其中的绝大部分又同样成为了独特的行当：拉（铁）丝、锤直、切割、削尖、磨光（铁丝的
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制作这个圆头又需要两三道不同的作业。安圆头也是一种专门的职业，用白
粉擦亮大头针又是另外一种专门的职业。甚至用纸包装本身也是一种行当。于是制造一枚大头针的重
要生产过程就这样被划分成了18种不同的作业。而这18种作业在有些制造厂里完全由不同的人操作。
不过，在有些厂里也有一个人要完成两三项作业的。我就看见过一个这种小厂。厂里总共只雇用了10
个工人，其中有些人要连续完成两三种作业。他们非常穷困，因而对装备必要的机器也十分冷漠。但
是当他们努力的时候，一天也可以生产12磅左右的大头针，而一磅有4000多枚中号大头针。因而这10
个人一天便可制造出48000枚大头针。每个人做了48000枚大头针的1/10，一天也就做了4800枚大头针。
但是如果他们都单独地劳动，而且又没有受过独特的训练，他们一个人肯定一天做不了20枚大头针，
也许一天连一枚都还完不成。那就是说他们绝对完成不了他们现今由于适当的分工和组合所能完成
的11/240，甚至1/4800。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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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

编辑推荐

亚当·斯密编著的《国富论》内容介绍：在六十余年的翻译生涯中，我曾译过不少优秀作品。在翻译
它们的过程中我也曾激动过，并且得到了欢乐。也正是这些欢乐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驱使着我去翻译
它们。不过，一经完成出版后，我就很少再去探视它们了。唯独这本《国富论》，自从2000年着手翻
译以来，我就再也丢不下了。总觉得这本书实在是写得太好了，值得细嚼。我要尽我毕生之力把它译
好，给读者提供一本正确无误、清晰易懂的译本。因而这十余年来，我对原文中的有些词句和段落进
行了反复的推敲。对译文进行了无数次的重译和修改。在力求使译文更加通顺流畅的同时，本着忠实
于原著的精神，使译文更加贴近原意和原作风格。

Page 7



《国富论》

精彩短评

1、早就想收一套精装的！
2、历经无数人鉴证，不再评论。
3、书的内容很好，但是印刷字体太小了，行距又近，看着很费眼。
4、翻译的一般般
5、可以，挺精美的，正在阅读中
6、以前也买过中华书局的书，感觉纸张的质量不是很好，印刷使得纸张都很透明的感觉。这次这两
本书确实不错。
7、看的很吃力，留着以后再看
8、我这种经济学小白看着太费劲，无奈很多内容离现在太遥远了。不少基础概念，现在看来再普通
不过，但在当时应该是极深刻的洞察。关于商品价格的构成，社会的劳动分工等内容，很有启发。匆
匆翻览，走马观花。
9、很不错的商品，一直很相信人民出版社和中华书局出的书，质量有保障
10、很喜欢，纸质也不错。，
11、物有所值，装帧上不错，比较精致。内容不用说了，当然是经典。
12、书翻译的中等吧。也没看过其他版本，这本也只读了第一章，读起来有些拗口。
13、书的内容没看呢 不过有塑料皮的外包装 应该不会有质量问题 学校图书馆里看过这本书才买的 纸
质好 字的大小也好 语言不算那么晦涩 不错 发货也很快 真心喜欢~~~
14、非常好的一本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15、书很不错，但送过来后封面有点凹下去的小洞，不知是不是在不平的地上压过，边角稍有折，很
久没在当当网买东西，以前的账号忘了，没想到当当网还是这样，10本书有2本9成新就不错了。
16、很值得收藏，封面看起来很舒服，内容排版的也好
17、经济学圣经
18、不错书的性价比高。
19、经典之作 值得一看
20、封面都是坏的，真不知道怎么弄的，来回的换又麻烦，就这样看吧
21、国富论本身比较难懂，所以中文译本的选择很关键，这一版无疑是我认为翻译得最为精致的一版
。经典值得收藏。
22、很好的一套书，精装。
23、产品不错精装版的,是线装书,书有收藏价值,买得贵点也无所谓.物流不给力
24、早就想要了，今天终于到手！
25、从前一直是用手机看的，中华书局的质量没的说！
26、好书值得经常看看推荐
27、经济学开山作，很不错
28、国富才是关键
29、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虽然有许多部分并不正确，但还是值得细读。
30、无须解释！！！！！！！！！！
31、图书很好，值得购买。
32、一直很喜欢中华书局的书，这个翻译版本也还可以，最喜欢的杨敬年的译本貌似亚马逊没有卖的
。另外第一次送来的书脊是开裂的，但是换货还是很方便的，这一点亚马逊的服务很好。换的书第二
天就送来了，快递员态度也不错。美中不足的是第二次送来的书封皮上还是有折痕，外封塑料都被划
破了，考虑到影响不大就不再换了。希望亚马逊能改善图书的储藏环境。
33、西方富强之本
34、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外观看上去挺好，还有打开仔细看翻译水平如何。
35、经典就是经典，还没来得急看，但是还是不错的，只是外面的包装有一点断了，没关系不影响看
36、翻译不错，很喜欢书的封面和装订！点赞
37、如此经典，岂有不读之理？
38、已经是第二次购买了，这次就是为了收藏的，太喜欢这本书了，喜欢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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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

39、这本书名声很大，但我居然直到今天才忽然对这个书名有了某种感悟，才体会到为什么叫“《国
富论》”，名符其实。
40、送给朋友的，没看到实物，质量不知道怎么样，应该没什么问题
41、阅读让人心灵得到安静，在这个纷乱的社会，还得多静下心读读书，这本书蛮不错的！
42、刚收到一天就降价，坑人啊当当。
43、装帧不错，给人很舒服的感觉。内容没法对比，因第一次看。
44、封面有黄豆大的破损~ 这还叫精装的吗？
45、必读的经典，大学时读过，这书历经几次搬家，已经找不到，买来再读。
46、今天刚收的，还没来得及看。书的质量很不错，正版的，要是再便宜些就好了，早就想要了，没
等到它可以打五折的时候还是下手买了。回头好好研究研究~
47、内容深奥，值得钻研。
48、装帧精美,价格实惠.
49、伤心了！！！！！！！！竟然没有货了！！！！
50、老公读的，很喜欢看。
51、书很棒，只是翻译的有些蹩脚
52、宝贝收到了，老公喜欢的不得了！包装精细，完整，是正品！可惜了物流速度像乌龟！等了好长
时间才收到！东东很好，内容也很受益！
53、质量很好 包装精良 书从高中时代就开始向往如今终于买来一读 经典中的经典 值得仔细研读
54、内容很好，书的质量也不错。
55、书的质量不错，内容正在看。都是盆友推荐的财经类经典，值得深刻阅读。
56、印刷不错，而且这个版本的翻译是比较好的，不像别的几个版本那样晦涩难懂
57、7.3 谢祖钧译，共两本，读了上半本，鲜有注释，令人费解，翻译不够好，甚偶有病句。常以复杂
的多个复句加术语组成两、三行的长句，加大理解难度，或许原著就是这么长的复杂长句（但也用不
着这么符合原文吧），或许原作写得也不怎么样，但译者为什么不能通俗易懂地变通而死抠字眼。
2015-2-18 终于看完了这令人抓狂的下半本，看书感觉是真有点折磨和摧残。该版本的语境逻辑在阅读
时不好理解，以致注意力很难集中，此为痛苦所在。总的来说还是可以的，但可能因为译者是老一辈
的学者，语言逻辑和现在语法或有出入，不易理解，所以不建议阅读这一版本。至少我应该不会再看
该版第二遍了
58、亚当斯密的书远远比《资本论》有趣，大爱
59、很好，我比较满意，如果再便宜一点就更好了。
60、中华书局的这套国民经典阅读丛书版本精致，让人爱不释手。
61、印刷精美。译文易懂，可以仔细研究领悟。
62、喜欢，教授推荐。
63、有时间，再好好读一下，温故而知新。
64、看不见的手。只想说，快递员是煞笔，提前半小时叫人去拿快递，自己还在路上，要一大批人等
他！
65、看了一段时间了，感觉不错~
66、致敬经典 翻译的很奇异 用大量细节讲经济自由主义 太细了 读得不老清楚的
67、很不错的，内容经典，值得
68、精装本，内容能看懂，只是纸质发黄，显着字不太清楚。
69、我是看了别人的书评后才买的，书确实不错
70、书还没看完！但很经典。
71、书刚收到，感觉很好。
72、以前看国外经典，最担心的就是翻译的通达问题。在豆瓣上找了很久的推荐，这个版本很不错，
值得一读。
73、入海的"入"，错输成"人"，坦白讲，这本书，我真的很喜欢，也是我阅读的第一本有关经济学方面
的书籍。
74、输的内容还没看呢，但是书的质量绝对给力，正版，还有书香
75、经典。值得一读书的质量也很不错、很喜欢

Page 9



《国富论》

Page 10



《国富论》

章节试读

1、《国富论》的笔记-第55页

            开篇以劳动分工说起，阐明劳动分工的优势，环环相扣，引出劳动分工的原因，接着阐述劳动
分工受到的影响因素。由此，有关劳动分工高一段落。由于劳动分工使得物质得到了极大满足并产生
剩余，进而将剩余的物质进行交换，产生了商品。由于商品直接交换不方便，限制了市场的大小，货
币作为中间媒介开始出现。
     剩余的物质因为交换而变成了商品，商品具有自身的价格和用来交换的价格。紧接着作者阐述这两
个价格的关系及影响因素。
      细细读来，不仅佩服作者深厚的洞察力和总结能力，只是很多内容显得冗长。也可能是由于是翻译
版本的原因，部分段落读着比较乏味。

2、《国富论》的笔记-第三章 劳动分工受市场大小的限制

        

3、《国富论》的笔记-第四章 货币的起源及其功用

        

4、《国富论》的笔记-第二章 劳动分工的根源

        

5、《国富论》的笔记-第一章 劳动的分工

        
这一章主要是说明分工是提成生产力主要行为。由于分工，使得生产劳动上获得了专注的价值，减少
了工作的转换成本。

当然分工也会受到行业不同的对生产力提升则不会那么明显。比如农业生产上的分工就不会比工业化
生产上由分工带来的生产力提升那么明显，这受致于土地产出有着一定的能量极限。比如每亩地的产
能如果单以稻米为依，可以最高也就是2000斤，而要再向上提升，并且这种生产产能的提升并不一定
是由于分工特性所导致的，所以不论你是如何的分工，最终的结果也不会相差太大。

分工、机器都对生产力带来了非常大的提升，那么分工和机器，哪一种是质的提升，哪一种是量的提
升呢？我本来以为分工是量的变化，机器是质的变化，但是后来细细一想，又觉得，分工才是质的变
化，机器的加入是量的变化。虽然机器的出现，带来的产能上的变化是巨大的，但是无论如何也都是
在分工结构下的一种量级的增长。而分工却在没有任何外力的增加情况下，只是变动了结构，则产生
了几何量级的增长。如果没有分工的情况下，只以机器的出现，恐也难以出现工业化现象。

放到社会，分工现象也表现得非常明显。不是所有个人或是企业需要成为全能单位。而是需要借由与
他人的合作才能完成这个社会巨大的运作。

另外，斯密认为：真正的分工是需要建立在交换的基础之上的，是需要一种契约式的交换。这也使得
他认为由于动物是不会进行交换从而判断动物是不可能有分工的。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已经是一个充分分工的产物了，我们拿出任何一个家用物品都需要通过各种各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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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合作的方式生产出来的。斯密拿了毛衣来举例，一个毛衣是需要从原材料端、生产端、运输端、
销售端等众多的分工合作才能穿到你的身上。

我是带着问题来看这本书的，其中一个问题是：经济发展是否都是在以牺牲地球资源为代价的。

我在第一章读到的是分工是如何提升生产力的，但是我却得到另一个感受：分工也加速了人类消耗物
质资源的速度。不是分工导致了物质资源被消耗，而是加速了消耗。所以我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
以牺牲地球物质资源为前提条件的。

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是人类的减少。而折中的方法是减少消费和消费可再生资源。但是人类的
存在特性导致了人类的减少只能以自我毁灭的因果形式体现。并且我也从中感受到了一种作为人类无
法超越的自然力量，这也是人与神之间的巨大差别。全人类是生存在一种集体无智慧状态。我们所能
看到的任何集体行为多是缺少智慧的，无一不是带着低等动物的特性，尽管人类会用文化来包裹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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