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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编写《经济学手册》的目的和必要性在于对过去的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加以总结，即删繁就简，使之条
理化并加以适当的解释’和评价，以便使读者花费较少的时间和精力就能够较全面和准确地理解成果
的内容。
因此，《经济学手册》是经济学研究人员的有用的参考著作和工具用书；它也能为高学位的研究生提
供辅助性的阅读材料。
在整个西方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两部影响较大的系列性的经济学手册。
一部是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出版的《剑桥经济学手册》，另一部便是这部由埃尔塞维亚科学出版社一
北荷兰出版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后陆续出版的《经济学手册》。
大致说来，前者概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西方经济学；后者则对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展，特
别是70年代以后出现的新文献加以最高水平的总结。
把二者加以对照就可以看到，手册的必要性越来越为明显。
到了目前，甚至可以说，除非借助于手册类丛书，已经很难洞悉西方经济学的全貌，其原因在于：
在20世纪中，特别在它的后半期，西方经济学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概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西方经济学的《剑桥经济学手册》共有10册，涵盖当时的经济学的10个分支
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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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经济学发展的早期开始，自然资源就一直为经济学家们所研究。
它们被看做国家繁荣富强的基础。
运用新的方法利用能源的能力，即使不是推动工业革命发展的唯一主要因素，也被看做主要因素之一
。
而森林、渔场和农业用地等资源之所以长期以来一直被研究，是因为它们是食物供应的重要基础。
　　本书中数理分析内容较多。
研读本书需要一定的数学基础。
本书中有大量的模型和计量分析。
本书涉及多学科。
这本手册像一本百科全书，涉及的学科范围非常广，除了经济学术语之外，我们遇到了大量生态学、
法律、地质、资源学、矿物学、伦理学、哲学等方面的词汇，可以说天文地理、人文百科，无所不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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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于林地具有组合型的多种服务价值，没有理由预测a（n）会随林木树龄单调增加或减少。
很可能几个树龄均满足一阶条件，其中有些是局部最小值和最大值。
⑧当a（n）足够大且随林木树龄增长时，我们可能发现没有满足一阶条件的树龄，从而选择永远不采
伐。
如果最大林地现值A小于零，那么，我们应该放弃林地管理。
相对于单纯考虑木材采伐价值而言，全面考虑林地的多种价值使得林地管理带来负利润的可能性减小
。
从而，如果林地能够提供正的环境舒适性服务，我们就不愿采伐林地或放弃种植。
有趣的是，环境舒适性价值大到足以使得永久性的采伐管理变得有利可图，而当只考虑木材的价值时
，则看起来是不经济的管理。
实际上，休闲价值——假设其会随着采伐管理而减小——尽管可能作为重新种植林木的理由，然而它
绝不会足够大或随着树龄大幅增长，从而成为延长通常较短的林木轮伐周期的理由。
这说明了任意将共有的再生成本分配到单项服务中的危害。
与富斯特曼问题相对照，原有林地的树龄在此模型中比较重要。
除非现有树龄超过了哈特曼树龄，采伐树龄的解不受影响。
如果林地确实超过了这个树龄，或许继续延迟或永不采伐更可取。
如果只从木材价值考虑，应立即采伐这种老林。
如果延迟采伐，则木材增长率将下降。
因此，对于年轻林地，如果考虑贴现的话，就无须假以时日，待其成为老林后提供更高的环境舒适性
服务；不过，假使我们偶然有了一片老林地，现时较高的环境舒适性服务价值流就足以证明保留这片
老林是可取的。
总的来说，哈特曼采伐树龄，将在富斯特曼树龄与来自环境舒适性服务的收益现值最大化的树龄之间
。
采伐树龄解取决于相对净采伐收益的轮伐周期内环境舒适性总收益以及环境舒适性和木材分别的增长
率。
当林地总体的环境舒适性价值随树龄增长时，采伐树龄解将大于富斯特曼树龄。
事实上，如果环境舒适性价值流很大而且随树龄增长时，最优的选择是永远不采伐林地。
在草料和水流增加很重要的许多地区，我们可预期环境舒适性价值会随树龄降低。
若环境舒适性价值通常随树龄降低，则人们会选择较短的轮伐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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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第2卷虽然仅6章，但由于译文艰深且涉及领域广，各章作者风格差异大，且初译各章情况不一，因此
，正确辨别与确认原文含义并非易事，译校工作的难度仍然不算小。
从2006年4月开始，在赵少钦博士自校第2卷和万会、唐宇两位博士后再校对重点章基础上，我组织译
校小组全体成员利用周末和假期进行了集体复校，每天复校一章，但实际上只能复校完标题与一章的
前部分，还有不少内容需要继续讨论。
2006年7月，我委托赵少钦博士组织了张怿、孙荟欣、裘越芳几位英文助理住进了学校专家楼，对第2
卷再次进行了校译，对疑难问题进行了集中讨论。
为做好校译，赵少钦博士为校译小组人员编写了一个简易中英文参考文献和术语对照表。
译校小组对统一词语、统一人名、公式、目录、图表及脚注排版等，进行了多次认真的讨论。
这一阶段，万会博士后对译文中与自然科学相关的专业术语进行了再校正，裘越芳助理重点就第2卷
各章中的数学术语进行了校对，而王静博士后则对第2卷各章尤其是数学部分进行了又一次的再校译
，李静博士后也再校对了第13章。
这一阶段，经济科学出版社张力主任参与了讨论会，主动承担起统一词语、公式补贴和图表说明等后
续工作。
当张怿助理及时地把一章章的稿子印出来交给我审定时，因为工作忙，常有拖延。
在我审校后提出不少新问题，又请王静博士后加班加点再做校译并与我讨论确认，孙荟欣助理协助完
成了其中一些章节的后续校译。
交稿前，孙荟欣助理组织了裘越芳、陈苗、刘一萌、梁菁菁、杨婕、彭凛凛、芦星月、冯睿、侯蕊、
丛雅静制作了第2卷的索引对照。
光阴似箭，一晃两年。
第2卷译稿近日交付了出版社。
交稿后，心中甚感安慰。
同时，也想再次表达对参加译校工作的所有人员和经济科学出版社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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