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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经济论文选集》

内容概要

《富兰克林经济论文选集》共有5篇文章。 《试论纸币的性质和必要性》，是他于1729年发表的第一
篇经济论文。此外，另外四篇论文分别为《关于人类增长的观察报告》、《关于美洲纸币的评论与事
实》、《关于国民财富有待研究的几个问题》、《贸易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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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试论纸币的性质和必要性(1729年4月3日)关于人类增长的观察报告(1751年)关于美洲纸币的评论与事
实(1764年)关于国民财富有待研究的几个问题(1769年4月4日)贸易原理(1774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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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试论纸币的性质和必要性（1729年4月3日）　　没有哪一门科学研究比对本国有真正利益的知识
，更有用处和值得赞 扬；或许没有哪一门学问比这种知识更为难懂和复杂，要学得好就更加困难， 
因而，人们普遍地忽视了它。所以，我们天天遇到人们在谈话中热烈地争论 着某些政治论点，尽管那
些论点与他们双方可能有密切关系，但是，他们双 方都不理解它，就象他们彼此之间不了解一样。　
　以上便是这篇论文的开场白。如果我的论述有助于澄清我的同胞们现在 主要关心的那个问题，则我
将满意地感到我是有效地利用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那么，继续讲下去。 一定比例量的货币是一
个国家自由而普遍地进行贸易所必需的。多于这个数量，对贸易没有益处；而少于这个数量，如果非
常少，则对贸易极其不 利。　　由此我们得出以下一般性论点： 第一，在任何进行贸易的国家中，
极度缺少货币，就要引起非常高的利息率。从这里可以看到，在货币相对缺乏的地方，依靠任何法律
去制止人们 支付和收取过高的利息，那是办不到的。因为，当需要货币的人付出较低的 利息而不能
得到货币时，尽管法律禁止收取高于 6％的利息，他也将想方设 法支付 10％。当然，货币的高利息在
各方面都有损于国家。它造成土地价格 低廉，因为当人们依靠贷款利息能够取得极大的利润时，几乎
没有人愿意把 他们的货币投资于土地。当人们在国内使用货币，不用担风险和危险，就能 够取得大
量可靠的利润时，自然人们就不会拿他们的货币去海上冒险了，因 而，贸易受到阻碍。假如在两个邻
国中，一个国家的商人由于国内货币十分 充足，能够比另一个国家的商人，以较低的利率借到货币进
行贸易，他们确 实将会得到利益，并把贸易的绝大部分控制在他们自己手里。因为以 8％或10％的利
息借到货币经商的人，没有能力和以 6％或 4％借得货币的人来共同垄断市场。相反地，充足的货币将
引起利息降低。这就诱使许多人宁可把他 的货币投资于土地，也不愿拿它们干别的用。这样一来，土
地价值将开始上 涨，并具有较高的价格。与此同时，它将非常有助于活跃贸易，因为人们发 现把他
们的货币用在贸易上，比放高利贷有更大的利润。许多精通商业但自 己没有足够储备的人，如果他们
能以中常利息借到货币，将会促使他们借钱 经营贸易。　　第二，一个国家缺少货币就会降低投入贸
易的那部分产品的价格。如上 所述，因为贸易由于缺少货币而受到阻碍，所以对那部分产品的需求量
很少。 这是土地在这种情况下之所以低廉的另一个原因，尤其是在国家的大宗商品 是土地直接生产
物的地方。因为土地生产物价格低廉，几乎没有人从农业或 改良土地中得到利益。相反地，充足的货
币将使贸易品具有高价格。因为贸 易由此受到鼓励和推动，对那部分产品的需求量很大，将会大大地
促进农业 与耕作，结果使土地更值钱。由于上述原因，许多人愿意从事农业，要不然 他们就会另外
寻找某些更有利可图的行业了。　　我们已经体验到，由于纸币的发行而使我们的通货增加，在何等
程度上 推进了我们的贸易。特别仅以造船业为例，在这个项目中，可以正确地观察 到，它对于象我
们这样一个贸易国会有多么大的好处。我们的国家有工人，国内有适合于那种企业的一切物质资料，
推动造船业尽可能地发展起来。在 这里，为英国商人制造的每条船，都为该省赢得了金银形式的净价
值；否则 它就一定会被作为利润运回母国。同样地，在省内制造并属于本省的每条船， 不仅为本省
节约她的原始成本，而且还节约一切运费、工资以及她不断提供 或使她得以维持下去所必要的食物。
假如尽心地把这里造成为她的可以支付 工资的港口，她就能携带着整个航程所需要的食物，顺利地完
成全部航行。 这是多么值得重视的年年有利于我们的项目啊！每一个略懂商业事务的人， 一定会觉
察得到，如果我们自己不能造船，要么我们必须从其它国家购买我 们所需要的船只，要么就得租船把
我们的产品运往市场，这比买船要花更多 的钱，而且在其它许多方面对我们都是很大的损失。在没有
充足货币的地方， 一般说来，贸易将会衰落；在贸易衰落的地方，其结果造船业必定衰退。　　第三
，一个国家缺少货币会阻碍工人和手工业者（他们是人民的中坚和 栋梁）来此定居，并且导至已经定
居下来的许多人离开这个国家，到别的能 支付给他们较多工资的地方去寻求欢乐和职业。再没有比下
面这种情况使勤 劳的工人更为沮丧的了，那就是在他辛辛苦苦地挣得他的食物以后，还必须 花费同
样多的时间和忍受几乎同等的劳累把它们拿到手，如同他不得不挣得 它们时一样。普遍缺少货币会造
成更多的无钱发工资的出纳员。而在这样的 国度里，这又是土地价格低廉的第三个缘由。土地价值的
增长是和移居其上 的人口增加成比例的，因为那里出现了如此众多的购买者。如果居民人数减 少，
毫无疑问土地价值将会降低。相反地，充足的货币将鼓励大量工人和手 工业者来这个国家定居。基于
同样的道理，缺少货币会阻碍和迫使他们离开 这个国家。当然，居民越来越多，对土地的需求也就越
来越大（如上所述）， 因此，其价值必然上升，并具有较高的价格。同样可以说，由于上述原因， 
房租的价值也将要提高。随着贸易和财富的增长，人们将付得起更高的租金。 由于房租价值提高，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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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经济论文选集》

息降低，许多在货币缺乏时放高利贷的人，很可能会 热中于建筑业。建筑业也会使一些地方的生意明
显地活跃起来。它不仅对制 砖工人、砌砖工人、石工、木工、细木工、装玻璃工人，以及其它一些直
接 为建筑业服务的行业都有好处；而且同样对农民、酿酒商、面包师、裁缝、 制鞋匠、店主，总之
，对每个拿货币投资的人都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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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美国的开创者之一，要印钱～
2、比较珍贵的资料
3、昨晚洗脚的时候看完的，今天上网找原文看看
4、“自由”不是Freedom，而是liberty。
5、美国的建国先驱之一——富兰克林的经济学丰富的探索 古典哲学的代表人 富兰克林本人的经历就
是一本好书
6、经典文献
7、背景是美国货币初发行。。。那个时候能有这种思想真牛逼。
8、正值欧美金融危机之际，阅读不同流派的经济文集，多维度思考。
9、看了之后，会觉得，嗯，当初原来如此
10、内容不错，富兰克林的经济学论文，值得阅读，虽然内容有点难懂，不过看着看着就会懂得，很
不错的翻译，值得大家收藏
11、用今天的说法，富兰克林是个复合型人才，本论文集偏重于宏观，内容对我来说可以理解，但无
法评判和运用。
12、富兰克林，今天才知道从小看的故事原来都是一个人身上的！震惊！
在印刷店工作勤奋乐观的是他，拿着铁钥匙在雷雨天放风筝被电的全身发麻高喊着我发现电了的是他
，没上过学受过正规教育自学成才会多国语言的是他，参加北美第一次大陆会议参与起草独立宣言的
还是他。。。
我终于知道富兰克林是谁了！

说起这本书来，不由得让我感慨系统的、基础的教育的重要性，高中政治必修一第一章的内容真没白
学啊，掌握了基础原理后再看感觉更宏观一些了。

所以读书还是要读经典的、公认的、权威的著作，精读深读，事半功倍。
13、我们还是清朝...
14、重农和自由，简短实际，开放性的朴实，观点经典，但局限性还是很明显，可应用性不强。老爷
子确实是全才。
15、总而言之，这是一本很传统的商务出版社的书，这一系列的书多得是，总的来说，这本书保留了
商务出版社的风格，简约、装帧简单，可是看起来蛮舒服的，另外这个版本是比较权威的，比较贴近
原作的风格。 
   另外书的内容，无可非议，当然要适合自己的兴趣爱好，阅读起来有一些难度，也比较枯燥。顾名
思义这本书讨论的是深沉的、深奥的经济问题。所以读者朋友们留意咯，没耐心、没恒心看下去的建
议你就最好别随便出手了。 
  这本是在以前的那个时代是看未来的窗口，现在则是思考以前的一扇门。
16、尽管已经过去了200年，富兰克林的一些思想观点还未过时
17、重农主义+自由贸易的混合体。基本上也是当年流行的调调。
18、经典的小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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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富兰克林经济论文选集》的笔记-第46页

        任何人为的法律将会能够阻碍，或者完全挡住有利可图的贸易潮流。当任何可以解除饥饿的机会
到来时，最严厉的法律也不足以制止人们去充饥。

2、《富兰克林经济论文选集》的笔记-第49页

        懒惰是一种没有补偿的消耗。

3、《富兰克林经济论文选集》的笔记-第5页

        富兰克林除了会放风筝~会写独立宣言~还会...印钱~~
十八世纪初，英国与北美殖民地的贸易已有相当大的发展。由于英国实行重商主义政策，凡是金属货
币，不论是英国的、西班牙还是葡萄牙的，在殖民地呆不上六个月，就很快流往英国。北美殖民地硬
币奇缺，贸易发生困难。无可奈何，只有实行物物交换，或以实物支付。1723年，宾夕法尼亚首次发
行纸币，促进了该州经济繁荣。1726年，部分纸币被收回，市场上又感到货币缺乏。货币问题成为当
时经济生活中相当尖锐的问题。人民群众要求更多发行纸币的呼声很高，可是富有阶层不赞成，甚至
反对发行任何纸币。
于是，神一般存在的富兰克林（于1729年：23岁）写了一篇论文《试论纸币的性质和必要性》，该文
“受到普通股老百姓的欢迎，遭到有钱人的反对。因为它（该文）助长了增发纸币的呼声，削弱了反
对的力量。议会终于以压倒的多数增发纸币的议案”
富兰克林（在自传中）说：“我在州议会中的朋友们想到我对这一议案的通过有些贡献，认为应当由
我来承印纸币（注：富兰克林由印刷业务起家），作为酬答。这是一宗利润很厚的生意，对我帮助很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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