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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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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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经济学手册》是手册性质的系列著作，其目的在于为专业研究人员和高学位的研究生提供最有权
威性的资料来源、参考文献和阅读素材。
本系列手册中的每一本系对经济学中的每一门分支学科的最前沿的发展，根据其内容分成各章并做出
全面的总结，而各章的执笔均为分支学科的有关领域的领先学者。
总结的范围不但包括已被认同的成果，而且也涵盖来自职业杂志和探讨性文献所代表的较新近的发展
。
虽然各章含有一些第一手的资料，但各章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全面的和较易于看懂的总结。
本《经济学手册》不但能为专业者的文库提供比较有用的参考著作，而且也为经济学研究生的高等课
程提供有待于选用的阅读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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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如果没有人类的干涉，那么，一块原始的野地可能永远不会被破坏，尽管其构成也会随着时间
而有所变化。
我们可以想到许多不同的方式来使用这种资源，按照上述定义，在这些不同的使用方式中，只有一些
属于耗竭性使用。
我们可以举一个非耗竭性使用的例子，一小群人穿过荒地旅行，他们对这片荒地没有造成什么影响，
就像鹿吃草一样。
而在耗竭性使用的例子中，一种极端的做法是，人类可以将森林当做木材而砍伐干净。
后一种行为方式——耗竭性使用——被认为是可耗竭资源定义中的“使用”。
每个年代内用于纯粹砍伐的区域越大，留下的原始野地就越小，且存量的减少速度就越快。
表层土可由于农业活动而被侵蚀，不同的农作物对耕地的侵蚀速度是不同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用向量E:来表示农业活动，那么，一每年表层土被侵蚀的数量可视为农业活动向
量的复合函数。
函数h（E：）表明表层土被侵蚀的数量是农业活动向量的函数。
变量s：表示，时间t结束时，仍存在的表层土数量。
需指明的是，事实上，所有的例子中不存在或者说表17.1中所有被列为可耗竭资源的例子中，没有一
种完全符合可耗竭资源的定义，它们都仅仅和定义相接近。
石油和天然气形成于地下有机物质的转变，这个过程今天仍在继续。
按此逻辑，严格地说，一些油田的石油储藏量是在不断增加的，虽然其增加速度很慢。
从一个油田泄漏的石油可能会流人另一个油田，后者的储藏量在一定时期会逐期增加。
如果我们已开发利用了一块原始森林，但然后又把这片森林搁置10000年不开采，那么这片森林将回到
原始状态。
我们可以把天然气重新灌入井内，那么天然气的储存量就会增加。
这样一来，上文的定义应该被看做数学上的抽象，这一抽象同现实中的许多事实相接近，从而使其成
为一种很有用处的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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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2009年国庆长假即将结束的时候，第3卷的译校工作——长达10年的一项翻译、审校、再译、审定的
工程也结束了。
前两卷的译后记中，我已详尽地介绍了参与这项工作的各位老师、同学的良好水平与认真态度，在此
，还想再介绍一下第3卷校译工作情况。
2009年3月，我请唐宇、李泳、王静、张生玲、张怿、孙荟欣等老师与同学继续承担第3卷的校译工作
。
唐宇博士后工作量最大，早在2006年，她就校译了第3卷的序言、第17章、第18章和第19章，此次又承
担了第20章、第25章的校译。
既要完成商务部的本职工作，又要抽时间完成如此繁重的译校工作，唐宇的辛苦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了
。
好在她中英文专业水平都很不错，因此任务完成得及时也很有质量。
第21章专讲矿物资源的储存和信息，我请中国矿业大学的博士、我院经济学博士后、现在国土资源部
工作的万会承担。
她也是本职工作繁重，但所译部分，非常专业，让人阅后极为放心。
特别要感谢北京师范大学资源学院的康慕谊教授，他利用教学科研工作之余，认真并高水平地校译了
第22、第23、第24章。
张生玲博士和李泳博士后也分别认真地校译了第26章和第27章，保证了质量和进度。
第3卷译校小组的联系人是孙荟欣助理，各章校译稿收回后，她调好格式并打印交我审阅。
虽然她已毕业并在中国银行工作了，但国庆期间仍牺牲了休息参加最后的译校工作。
本次终稿采取了集体审定的办法。
北京师范大学地遥学院的梁进社教授带领张华、戴特奇、张芸等几位博士，帮助我审定了第20、第22
、第24、第25章。
王静博士后在前往加拿大学术访问前，完成了第18章、第26章、第27章的终审稿。
万会博士后协助我审定了第19章和第21章。
孙荟欣则协助我审校了其余各章。
正是由于集体审定的基础，才可能在国庆节中利用两天时间，在孙荟欣等的协助下，一口气就完成了
全部稿件的统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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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自然资源与能源经济学手册.第3卷》：经济学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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