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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民的财富从何而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到底来自何处？“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他的旷世
之作《国富论》中，为我们归纳总结了现代经济社会的一些本质规律，今天读来，仍值得我们思考。
本书精选了《国富论》原著中探讨劳动与劳动分配、资本与货币、财富的创造、经济政策及国家开支
方面的重要内容，辅之以丰富的图片和基于21世纪经济情况的深入解读，使这部经典作品变得通俗易
懂、轻松好读，也更容易让读者参考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对当下经济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理解。
本书适合所有关注经济问题的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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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雪琦，女，企业管理硕士，现任教于山东省滨州学院经济管理系，是一位中青年骨干教师。任教六
年来，发表学术论文20多篇，其中发表在CSSCI、CSSCI扩展板、中文核心期刊文章4篇。主持山东省
软科学科研项目一项，山东省统计科研项目一项，主持与参与市厅级及校级项目10余项，出版著作1部
，参与多项校外企业横向课题。主要担任《经济学》、《管理学》、《市场营销学》和《孙子兵法与
管理》等多门专业课程的授课工作。多次到企业和事业单位做学术报告，赢得学生和社会各界一致好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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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国富论也就第一章能读明白了。TAT。我需要买一本书然后把第一章撕掉从第二章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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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从个人角度来阅读该书的第一个篇章，一个人的成长和发展实质上与一个社会整体的成长是很相
似的，那么国富论探讨一个国家如何富裕，国家从村落从原始形态成长到庞大的经济体，我的视角暂
时开不了这么大，但是也得到了一些关于自己生活的启示。或许有人会觉得杀鸡焉用牛刀，但思维方
式不是这么回事，我借鉴甚至模仿亚当斯密思考国家的方式来思考个人的人生，人生的复杂程度自然
不能够与国家相提并论，但同样都是复杂的东西。过去几度想拿起《国富论》阅读，无奈均止步于第
一篇快结束的部分，并且阅读过程中几句一停顿。亚当斯密的思维方式我无法评价，因为我自己甚至
都理解不了。在寻找导读类书籍的时候，也翻阅过几本，总是读不通。下的结论太多，我想知道为什
么，却又想不出来。这本书，大概是我阅读的《国富论》系列最简单的一本了。一：我们向分工要效
率在微观上个人和家庭生活都需要分工，才能够更有效率。小时候在《儿童文学》上读到过一个很酷
的家长，会吹哨子叫孩子起床，会制定表格，开家庭会议。在家庭会议上探讨大扫除时间 ，洗澡时间
的安排，家务劳动安排 ，家庭是否要购买某一个东西......等等重大事宜。一个家庭被安排的井井有条
。在国富论中作者对分工的解释举的是制造业和乡村生活。制造业通过分工来增加单一动作的熟练度
来提高效率，乡村生活分神分心一个人做很多事情导致效率低下。国家制造业效率的提升，社会财富
增加，需要的工人增加，工人要求的工资增加，资本家对资本利润回报也随之增加。这个过程自然不
会像是让一个擅长除草的孩子去除草，让擅长打扫的孩子去打扫，老爸去刷墙，老妈去做饭这样简单
和温情脉脉。中间工人和工会，工会和资本家，社会财富工资和利率都会相互作用。在中观上，一个
行业的分工在当下大概体现在：业务外包。我所了解的外包行业有：营销和财务。之所以外包业务站
在企业的角度来讲，当然是因为成本效益分析显示业务外包更为划算。那么从宏观上来说，无论外包
不外包，做的事情是相同的，当然时间可能会缩短。再回到中观，外包公司长期只做同一个类型的业
务业务熟练，效率高，可以接受比其他非专业公司更合理的价格，而需要外包公司的企业建立一个业
务部门的[成本]太高，并且将这部分精力放置在主要业务主营业务上或许收益会更多【机会成本】。
二：分工向市场要报酬市场会限制分工。乡村生活会使人懒散。这个逻辑是这样运行的：一个生存在
乡村的人，他不得不学会种植，做饭，做包子，烙饼，酸菜，腌菜，.....等等很多小事情。木匠做一切
木器，铁匠做一切铁器。而在比较发达的城市，早餐有特定的早餐店，小事情有专业的公司代劳。由
于专业“熟练度高”他们至少比普通人完成的好。节省下的时间，就是需要分工的理由。市场的范围
会限制分工，这是因为之所以会分工，就是为了交换，交换的需求不够旺盛的地方，分工会比较粗糙
。在微观上，个人选择职业如果是细分工后的，务必呆在大城市。在中观上，好多看起来是蓝海的市
场，实际是一片死海的原因就在这里。三：市场向我们回馈影响工资的因素作者归结为以下几点：a
工作的性质b习得难度c稳定性d责任大小f从业资格的可能性[稀缺]实际上分为两点一：风险越大，责
任越大，收益越高。二：难度越大，获得从业资格的可能性越小，越稀缺，收益越高这些话商业畅销
书教科书里都有，《国富论》应该算是源头之一。想要进凌烟阁就要过鬼门关，外人看起来比当事人
惶恐，你知我知，有一种人被称之为：风险偏好者。求仁得仁而已。关于租金，交通改良会让土地租
金长期提升，从微观上，可以理解为交际能力的提升能够拓宽职业晋升的通道。从中观上，大致就是
企业拥有良好持续的客户往来。[这一点没想清楚]特例：声誉租金——明星行业壁垒——学徒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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