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富论读后感(模板9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
吧

国富论读后感篇一

这周拜读了传说中的《国富论》，没有很懂。

本书共分为五篇，在读第一篇 论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以
及劳动生产物自然分配给各阶级人民的顺序 时，总能看到马
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影子。价格的生成、度量，价值与价格
的关系是每一种经济学说的核心理论之一。在这个问题上，
亚当斯密认为劳动是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尺度，但他并没有
将这种关系定量。在《国富论》中，价格就像一个风筝，通
过纤细的线牵在“劳动”手上。亚当斯密还给价格提供了一
个参照物——谷物价格。与此相比，微观经济学的供求理论
为价格“松绑”使风筝变成一只鸟。

本书有关金属货币价值变动和纸币的部分是我最混乱的部分。
我对金银矿藏的开发导致货币大量涌入市场、金银兑换比例
与实际价值的矛盾、纸币的发行等等的影响与后果并没有理
清头绪。只是隐约觉得货币的发展演变是一种价格与价值
的“离心运动”并愈行愈远。方便、快捷的代价是波动和变
数。将商品与货币，价值与价格连接在一起的越来越是一
种“信任”、“共识”，对国家权威，对长久以来形成的游
戏规则。这种“信任”、“共识”带有一种全民博弈的色彩，
不知是实是虚，像一个只知开始和结局，过程藏在黑箱里的
游戏，不知道“可控”与“失控”的界限在哪里。

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也一定是个很好的心理学专家，经济



不是一堆枯燥数字的加减 ，也不仅仅是金钱的获得与亏损，
而跟人的心理息息相关的。

比如作者的这本巨著就是建立在芸芸众生的自利(也可以说是
自爱)的基础上的，猜想一下，假如这个社会占多数的是耶稣
释迦牟尼一类的人物，作者的理论一定失去了用武之地。但
也正因为大家的自利，通过那支看不见的手，也同时促成了
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古人说：天道以其私济其公。果然不假。

再如，作者对大家喜欢买彩票的行为进行分析，就很精彩，
他说，有那么多的人爱买彩票，尽管他们也知道从概率学的
角度来说，中大奖的概率为零，但还是要去买，因为他们认
为自己比别人幸运，自己是上帝的宠儿。

同样，一些有风险的行业还是有那么多的青年去干，也常常
因为认为自己更幸运，灾祸不会降临在自己的头上。其实，
对别人来说，自己也是别人的别人啊，老子在他的专著里说
的好：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买彩票的人估计不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