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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初版于1826年，脱销已经七年。
这次再版，书中论地租、农作均衡学、家畜和菜籽种植各章作了重大增补。
全书也作了仔细校阅，个别之点作了更明确的阐述，凡是后来的长期经验校正了我错误判断的地方，
我都作了修正。
我的精力主要是放在：详细讨论和阐述部分是由于我的过错、部分不是我的过错而引起读者误解之点
。
我希望本书通过再版大大便于读者理解。
与本书讨论对象有关的资料颇为丰富，可以另成第二卷，所以我把已经出版的著作的第二版，称为第
一卷。
在第二卷中是另设不同的前提条件对孤立国加以考察，以求了解和研究不同于这里讨论的力量的作用
。
此外，我想在第二卷中叙述土地的耕作费用和纯收益的计算（这些原是本书的根本问题），扩大关于
林业经济的研究，增添关于中距离计算和公路建设等篇。
第二卷中所包括的各篇，可以与第一篇分开独立成卷，而我对于全书能否完成，尚无把握，所以第二
卷也许以单行本形式出版，不与第一卷合订成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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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对财政过程的看法似乎与此非常相似。
用政治秩序的统治阶级模型，“既成权力模型。
或强迫模型，可以前后一致地解释或分析这种过程。
而且，正如我所希望本书所能表明的那样，通过个人主义民主模型，也能够前后一致地解释这一过程
。
在任何被泛泛地称为西方意义上的“民主”的恰当的现代背景中，上述两种看法中的任何一个都有某
种解释潜力。
这里无需讨论这两种模型的相对解释力，也无法叙述其规范含义。
有关财政问题的正统讨论包含有这两种方法的不确定的组合，以及许多理想主义的民主准则。
由此而导致不一致也就不令人惊讶了。
即使本书只是引起人们注意到了政治决定过程在财政理论中的重要性，也就达到了本书的次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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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德国）约翰·冯·杜能 译者：吴衡康约翰·海因里希·冯·杜能，于1783年6月24日生于奥
尔登堡耶弗兰他父亲的卡纳林豪森田庄，是弗里斯兰自由地主家族的后裔，他的身上体现着高尚的德
心和独立的意志。
杜能早年丧父，他父亲当时以数学和机械学著称，本来可以是杜能的良师益友。
杜能的外祖父是法兰肯迁来的书商，任耶弗市参议，杜能的母亲容德兼备，能干而有教养，对子女的
教育完全独立自理，直至1789年改嫁。
杜能幼年就好深思，严肃认真，他母亲对他影响必定很深。
杜能在中年回忆童年时说：是我母亲的泪水培育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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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本卷第一版问世至今已有16年，16年来经过连续不断的仔细观察，我的对非常年轻的科学农业
均衡学的见解，有了很大发展，有些观点有了改变，这是在所难免的。
我没有充分时间可将本卷中根据农业均衡学原理所作的计算重新改写，但我目前的观点并不曾改变重
大的结论，否则本卷不应再出第二版。
幸而本卷中完全没有谈及均衡学中最困难也是最少有定论的原理，即在不同等级肥力的土地上肥力与
产量是什么关系，当土地种类发生变化，土地的作用和性质发生什么变化。
本卷所谈的始终是相同的土地，即其肥力处于稳定状态，在纯休闲之后谷物收益为8斗。
虽然本卷谈的是相同的土地，收益虽分不同的等级，但不讨论与这些收益等级相应的土地肥力。
我们可以把收益多于或少于8斗的土地肥力，设为未知数x，这样不致影响结果。
只是在不同经营制度下，关于土地肥力的均衡表中，它才有偏差。
我们的计算都以经验中获得的原则为基础，即在谷物收益为8斗的大麦地，1，000平方丈的地面相对吸
收为1／5，土地肥力为400度。
但是在表格中土地收益不是按8斗，而是按10斗计算，土地肥力则为500度，也就是与产量成正比的。
依我现在的看法，这么做并不正确。
因为表格仅仅用作比较，从收益为8斗作为依据之点出发，也能得出同样的结果，不会是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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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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