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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稅行政、金融保險、統計、經建行政、財經政風】 
 

《經濟學》 
試題評析 
今年首次採混合命題，申論題第一題與94年二次地方政府特考重複，較易得分；考跨期消費，但算出實質利率

為0，要有把握此一結論正確，才能作得下去。測驗題難為適中，有鑑別度、綜合觀之，今年題目要得高分並

不容易，程度好的同學約得80分就很不錯了。 

 

甲、申論題部分 

一、請就經濟理論回答下列有關全民健康保險制度的問題: 

(一)強制全民加保的理由。(5分) 

(二)為何一般壽險市場中的廠商可以獲利,但類似台灣的全民健卻經常呈現虧損狀態?(5分) 

(三)為什麼有些醫療項目要由患者自付費用?(5分) 

(四)為什麼會出現所謂「藥價黑洞」的問題?(5分) 

(五)政府有可能完全解決藥價黑洞的問題嗎?為什麼?(5分) 
 

答： 

(一)全民健保若採自由投保，將產生「逆選擇」（adverse selection）效果，即高危險群加入而低危險群在單一費

率下選擇不加入，導致健保局理賠機率高於預估，不得不提高保費，而無法達到分攤眾人風險之目的。另

一方面，未來人口老化的趨勢下，人們將無法獨自承擔醫療照護重擔，健康不應是特權所有，乃每個人基

本權益，故政府應加以保障，故應採強制投保制。 

(二)一般壽險市場業者可以篩選客戶，採差別費率避免逆選擇，並採「部分負擔制」以防「道德危險」，並以

保險費資金進行放款與投資而獲利；全民健保在強制投保下，費率無法年年提高，資金無法靈活投資獲

利，且發生「道德危險」致醫療資源浪費，虧損在所難免。 

(三)自付費用目的在於避免「道德危險」，例如小病也到大醫院就醫，用藥量超過所需，醫院濫用醫療資源，

如亂動手術等。 

(四)由於資訊不對稱，醫院診所多拿藥、多用藥、多注射，多檢查身體以保身，造成浪費醫療資源。 

(五)政府不易解決藥價黑洞問題，原因在於無法完全監督醫院診斷與開藥方之標準，以及民眾要求之醫療品質

不斷提升。 

 

二、假設小明的生命依照Fisher的兩期消費模型而運作:第一期工作，第二期退休沒有所得，小明第

一期的工作所得為$80,000。若他決定在兩期各消費$40,000，請問(一)他所面對的實質利率為

何?(5分)(二)若現在實質利率上升，在合乎一般假設的無異曲線下,第一期與第二期的消費會如

何變動?(10分)(三)請問上述的跨期消費模型如何解釋總體經濟中所發生的「消費難題」

(consumption puzzle)?(10分) 
 

答：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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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如左圖所示，原稟賦點E點，消費A點，儲蓄40,000，若利

率上升，預算線外移且更陡，替代效果使C0↓、C1↑移至

B點消費，所得效果使消費點移至E點，將使C0↑、C1

↑，若替代效果大於所得效果，則C0↓、C1↑ 

 

 

 

 

 

 

 
(三)利率上升，將使目前消費減少，未來消費提高，即消費與市場利率負相關。 

 

乙、測驗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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