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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概論與財政學概論》 
一、一獨占廠商面對的市場需求曲線為y = 64p−

2
，其中y為市場需求量，p為市場價格，它的成本函

數為c ( y ) = 2y。請回答下列問題： 

(一) 試計算需求的價格彈性。（5分） 

(二) 試求此一獨占廠商利潤極大的產出與價格。必須詳列計算過程，否則完全不給分。（10

分） 

(三) 假設現在政府對此一獨占廠商的每一單位產出課$2的租稅，則此一獨占廠商利潤極大的價

格為何？必須詳列計算過程，否則完全不給分。（5分） 

(四) 在題(三)中，每單位的租稅中有多少由消費者負擔，多少由生產者負擔？必須說明理由，

否則完全不給分。（5分） 

試題評析 
此題第二小題與100年地方特考三等經濟學中選擇題第11題類似，且更為簡單，並且已在課堂講解

並詳細分析，深信有熟讀本班教材與筆記之考生此題一定可獲得高分。 
考點命中 《高點張政經濟學講義》第四回第三篇第四章：獨占市場 內容及上課筆記與講解。 

 

答： 

(一)市場需求 264y p−= ，需求的價格彈性為 
 

3
2

2 64 2
64d

dy p pp
dp y p

ε −
−= − ⋅ = ⋅ ⋅ =  為固定需求彈性=2 (已消除負號) 

(二)市場的反需求函數，即市場價格 2 1 1/264 8p y p y− −= → =  

    總收益 1/28TR p y y= ⋅ =  

    廠商利潤極大化決策： 1/2max ( ) 8 2TR TC p y c y y yπ = − = ⋅ − = −  

一階條件(f.o.c) 1/21
0 8 2 0

2

d y
dy
π −= → ⋅ − = ，可得利潤極大化產出 * 4y = 、價格 1/2* 8 4p y−= =  

(三)課徵τ=2的從量稅，稅後利潤極大化決策 
1/2max ( ) 8 4t tTR TC p y c y y y yπ τ= − = ⋅ − − = −  

一階條件(f.o.c) 1/21
0 8 4 0

2
td y

dy
π −= → ⋅ − = ，可得稅後利潤極大化產出 * 1ty = 、市場價格(含稅) * 8tp =  

(四)本題從量稅額τ=2，但價格稅後的價格變動 * * 8 4 4tp p pΔ = − = − = ，故消費者租稅負擔為4元，而生產者

租稅負擔為2-4＝-2元 (稅額扣除消費者負擔後即為生產者負擔)，亦即生產者透過租稅轉嫁反而降低生產成

本，表示生產者將租稅超額轉嫁，轉嫁幅度超過100%。 
 

其理由為獨占者面對固定價格彈性的需求線，其租稅轉嫁幅度超過100% 

因稅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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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稅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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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則價格變動 pΔ
1

(1 )
d

τ

ε

=
−

，當 1dε > 時，

p τΔ > ，表示幅度超過100%，將會出現生產者租稅負擔為「負」的情況。 

 

二、試繪製供給與需求圖形（supply and demand diagram），用以說明正向外部性（positive 

externality）會導致市場缺乏效率（market inefficiency）。（15分）又政府可以如何消除

此項缺乏效率（inefficiency）？（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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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評析 
此題強調「市場供需曲線」分析正向外部性，同學可從消費上與生產上兩方面進行分析，切勿忘

記消費上的正外部性應反映於需求曲線或邊際利益線的上移；反之，生產上的正外部性應反映於

供給曲線或邊際成本線的下移。 

考點命中 
1.《高點張政財政學講義》第二回第二篇第一章：外部性理論 P.1-2、7-8內容及上課筆記。 
2.《高點張政財政學講義》第三回第三篇第二章：公營事業訂價理論 P.25-26內容及上課筆記。 

 

答： 
(一)1.正向外部性：又稱外部效益(利益)或外部經濟。若經濟個體的生產或消費活動中除了自己享受的效益外，

也創造了部分其他人可享受的效益，這種被個體在經濟活動中忽略或未納入考慮的效益即為外部效益。亦

可區分為消費上的正外部性與生產上的正外部性： 

名稱 消費上的正外部性 生產上的正外部性 

範例 消費者打預防針 廠商進行研發 

圖形 

  
說明 1.市場均衡 

(1)市場需求D即為邊際私人利益MPB 

(2)市場供給S即為邊際私人成本MPC 

(3)市場均衡數量Q* 

2.社會效率 

(1)當發生消費外部性時，邊際社會利益MSB

＝MPC+邊際外部利益MEB>MPB，表示社

會認為此消費行為的利益高於私人認為。 

(2)而邊際社會成本MSC與MPC相同。 

(3)社會效率數量為QO>Q*，表示在消費正的

外部性下，市場「數量過少」而有△BOE

的效率損失。 

1.市場均衡 

(1)市場需求D即為邊際私人利益MPB 

(2)市場供給S即為邊際私人成本MPC 

(3)市場均衡數量Q* 

2.社會效率 

(1)當發生生產外部性時，邊際社會成本MSC

＝MPC-邊際外部利益MEB<MPC，表示社

會認為此生產行為的成本低於私人認為。 

(2)而邊際社會利益MSB與MPB相同。 

(3)社會效率數量為QO>Q*，表示在生產正的

外部性下，市場「數量過少」而有△BOE

的效率損失。 

(二)針對正外部性的矯正有以下方式 

1.課稅或補貼：課稅屬於負向誘因，補貼屬於正向誘因，但因矯正正向外部性多屬於鼓勵消費或鼓勵生產

性質，故鮮少以處罰方式矯正，多以補貼政策執行。以生產正外部性為例： 

 

(1)對生產者每單位產量皆給予單位生產補貼額s，且訂

定單位稅額s＝最適產量Qo所對應的邊際外部利益

MEB(Qo)，因此廠商面對的邊際成本將變為MPC-s 

(2)市場均衡時，MPB＝MPC-s，產量為Qo，與社會最適

條件MSB(Qo)＝MSC(Qo)所決定的產量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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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透過公營事業訂價矯正。以生產正外部性為例：若具有外部性的財貨為X、政府公營事業財貨為Y， 

(1)若X與Y具有替代關係，則PY>MCY，使DX需求增加，矯正外部性。 

(2)若X與Y具有互補關係，則PY<MCY，使DX需求增加，矯正外部性。 

 

乙、測驗題部分：（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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