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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經濟學》
一、假設煙霧偵測器之市場供給和需求函數分別如以下兩式所示： SQ 5P= ； DQ 42 P= − ，其中 SQ 以

及 DQ 分別代表煙霧偵測器每年的供給量和需求量，P代表煙霧偵測器的單價。另假定煙霧偵測

器的安裝使用會創造外部利益，並且煙霧偵測器安裝所對應的邊際外部利益函數為：

MEB 26 (0.5)Q= − （其中Q為煙霧偵測器的安裝量），請問：

(一)若煙霧偵測器在競爭市場中銷售，則煙霧偵測器的市場均衡價格與數量各為何？（4分）

(二)煙霧偵測器的效率（社會剩餘極大）產出水準又是多少？（6分）

(三)政府為使煙霧偵測器的產出達到效率狀態之單位矯正補貼額為何？（10分）

試題評析
此題為基本的外部性問題計算，且使用的是市場供需圖形，題目提到「安裝煙霧偵測器會產生外

部效益」，故屬於「消費上的外部利益」，其餘的解題要領皆在課堂上已有充分練習。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財政學講義》第二回，張政編撰，第二篇第二章：外部性理論。

答： 

(一)市場供給 5SQ P= 可改寫成反供給函數與邊際私人成本
1

5
SP MPC Q= =

市場需求 42DQ P= − 可改寫成反需求函數與邊際私人利益 42DP MPB Q= = −

原市場均衡： 42 5D SQ P P Q= − = = ，可求得 * 35Q = 、 * 7P = 。 

(二)因安裝煙霧器具有外部利益，屬於消費上的邊際外部利益，故由社會觀點來看，效率產出決定於：

MSB MPB MEB MPC MSC= + = = ， 故 由
1

(42 ) (26 0.5 )
5

MSB Q Q Q MSC= − + − = = ， 可 解 出 效 率 產 出

40oQ = 。

(三)最適補貼額將等於最適量下對應的邊際外部利益，可求得補貼額＝6，即 ( ) 26 0.5 40 6oMEB Q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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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假設勞動市場的需求線是一條高度為100的水平線，又受補償勞動供給線為直線型，並且受補償

勞動供給彈性之合理估計值為0.5，同時目前每年的均衡勞動工時為10億小時。請在上述情況

下： 

(一)估算政府對勞動所得課徵稅率為20%的比例勞動所得稅，將會引發多大的超額負擔？（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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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說明當政府進一步將比例勞動所得稅之稅率由20%提高至30%時，比例勞動所得稅課徵所引

發的超額負擔，將會因為稅率的提高而產生怎樣的變化？（10分） 

 

試題評析 此題為課稅對於勞動供給產生超額負擔的計算，有多種方法可以求解，考生只要擇一即可。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財政學講義》第三回，張政編撰，第三篇第四五章：課稅原則與效果。 
《高點‧高上公共經濟學進階課講義》第二回，張政編撰，練習題。 

 

答： 

(一)  

<方法一>勞動所得稅率20％，由供給彈性可知，
% %

0.5
% 20%

s s

s
Q Q
P

ε = = =
−

 

故 % 20% 0.5 10%sQ = − ⋅ = − ，表示勞動供給量將減少10％ 

則租稅造成價格變動 100 20% 20P∆ = ⋅ =  
租稅造成數量變動 10 10% 1Q∆ = ⋅ =億 億  

可求得超額負擔 0.5 0.5 20 1 10EB P Q= ⋅∆ ⋅∆ = ⋅ ⋅ =億 億  

<方法二>使用超額負擔公式可知 2 20.5 0.5 0.5 100 10 (20%) 10sEB P Q tε= ⋅ ⋅ ⋅ ⋅ = ⋅ ⋅ ⋅ ⋅ =億 億  

0 L(勞動)

SL

w(工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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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當稅率提高至30％，依照前題方法計算 

<方法一>由供給彈性可知，
% %

0.5
% 30%

s s

s
Q Q
P

ε = = =
−

 

故 % 30% 0.5 15%sQ = − ⋅ = − ，表示勞動供給量將減少15％ 

則租稅造成價格變動 100 30% 30P∆ = ⋅ =  
租稅造成數量變動 10 15% 1.5Q∆ = ⋅ =億 億  

可求得超額負擔 0.5 0.5 30 1.5 22.5EB P Q= ⋅∆ ⋅∆ = ⋅ ⋅ =億 億  

<方法二>使用超額負擔公式可知
2 20.5 0.5 0.5 100 10 (30%) 22.5sEB P Q tε= ⋅ ⋅ ⋅ ⋅ = ⋅ ⋅ ⋅ ⋅ =億 億  

<方法三>依照超額負擔的平方法則，當稅率由20％增加為30％時，表示稅率增加1.5倍，故超額負擔將為原

始超額負擔的1.5平方倍，即
210 (1.5) 22.5EB = ⋅ =億 億  

 

三、採用成本效益分析進行下列公共支出計畫的利益評估時： 

(一)倘若淡江大橋（連接新北市的八里區與淡水區）興建完成後，可以讓兩區之間每趟汽車通

行的平均成本由200元降低至150元，同時兩區之間每年的汽車通行量，也會因為大橋的啟

用而由目前的450,000次提高至550,000次。另外，在八里側橋頭邊的便利商店，每年的利

潤預計將會因為吸引到原本其他鄰近商店的顧客上門而增加500,000元。請在八里區與淡水

區之間的交通需求線為線型的假設下，以汽車乘客之支付意願為基礎，估算淡江大橋每年



 

高
點
‧
高
上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105年高上高普考 ‧ 高分詳解  

--  -- 3 

帶來的利益。（10分） 

(二)假設某一灌溉工程計畫完成後，可以讓灌溉用水每年增加50,000噸，並且每噸用水之影子

價格為100元。另上述灌溉工程計畫的完成，將使農作物的產出每年增加2,000,000公斤，

又農作物之市場價格為每公斤15元（農作物市場為完全競爭市場）。請在其他情況不變

下，估算此灌溉工程計畫每年帶來的利益。（10分） 

 

試題評析 
此題為成本效益分析的觀念題，計算並不困難，但考生必須清楚分辨計畫的效益涵蓋的範圍，與

是否應計入。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財政學講義》第二回，張政編撰，第二篇第5章：成本效益分析。 

 

答： 

(一)題目所述「支付意願」即以「消費者剩餘增加」計算計畫的效益。 
計畫的主要利益即交通成本的降低，故總利益 0.5 (45 55 ) (200 150) 2500TB = ⋅ + ⋅ − =萬 萬 萬。而附近商家利

益的增加，是因為其他地區的顧客減少所致，並不視為利益的增加。 

0 L(勞動)
55萬

150

45萬

△CS
200

D

 
(二)灌溉工程計畫的主要利益為農作物增產的價值，故總利益 15( ) 200 3000TB = ⋅每公斤 萬(公斤)＝ 萬。而計畫

使得灌溉用水增加，其價值為農產品增產的中間投入或視為計畫的成本而非效益。 
 

四、考慮一個跨期選擇模型（intertemporal choice model），模型中個人可以存活兩期，並且個

人的效用函數為： 1 2 1 2U(C ,C ) Min(0.5C ,C )= ，其中: 1C 為第一期消費水準； 2C 為第二期消費水

準，又個人的第一期所得為30,000元，同時其第二期的所得是11,000元。另外私人利率水準在

第一與第二期中都會固定在10%，請您在個人不考慮將部分錢財遺留給子孫的情況下，回答下列

問題： 

(一)如果不存在社會安全計畫（social security program），個人的第一期與第二期最適消費

水準分別會是多少？個人在第一期的儲蓄金額又會是多少？（10分） 

(二)假設政府社會安全計畫的開辦，將會使得個人在第一期必須繳交2,000元，同時可以在第二

期將第一期繳交的2,000元連本帶利的領回（利息的部分以10%的利率計算）。請問上述社

會安全計畫的實施，將會對個人的儲蓄水準產生怎樣的影響效果？（10分） 

試題評析 
此題為社會安全計畫的強迫儲蓄是否排擠私人儲蓄的考題，為計算題型，考生只要熟悉完全互補

形式效用函數的解法，應可輕鬆回答此問題，最後記得說明社會安全計畫對於私人儲蓄的影響。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公共經濟學進階課講義》第二回，張政編撰，頁47。 

答： 

(一)若不存在社會安全計畫，且市場利率為10％ 

已知跨期消費模型之預算限制為 2 2
1 11 1

C YC Y
r r

+ = +
+ +

，即 2
1

11000
30000 40000

1 10% 1 10%

CC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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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用函數為完全互補形式 1 2(0.5 , )U Min C C=  

故個人最適選擇由效率消費條件 1 20.5C C= (或 1 22C C= )代入跨期預算限制 2
22 40000

1.1

CC + = ，可得

兩期的最適消費水準為
*
1 27500C = 、

*
2 13750C = ，儲蓄金額

* *
1 1 30000 27500 2500S Y C= − = − =  

(二)若存在社會安全計畫，繳納金額為2000，故當第一期所得將變為 1 30000 2000 28000Y ′ = − = ，第二期所

得變為 2 11000 2000(1 10%) 13200Y ′ = + + = ，可知此計畫並不會改變跨期所得現值總和，即

2
1

13200
28000 40000

1 10% 1 10%

CC + = + =
+ +

，故兩期的最適消費亦不改變，但儲蓄金額將變為

*
1 1 28000 27500 500S Y C′′ = − = − = ，表示社會安全計畫的強制儲蓄「完全排擠」原本私人的儲蓄金 

 

五、包括我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都存在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的補助制度，一般認為上級對下級政府

補助制度的功能有那些？請具體說明。（20分） 

試題評析 
此題為地方財政理論的基本考題，同學只要列出幾個大標題後再延伸其內容即算是完整回答此

題。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財政學講義》第四回，張政編撰，第五篇第2章：地方財政理論。 

答： 

(一) 解決上、下級政府間財政的「垂直不均」：中央稅收多以稅基廣、稅收彈性大之稅目為主（例如：所得

稅）；地方稅則以稅基窄、稅收彈性小的財產稅為主，難以支應日漸增加的地方公共支出。 

(二)改善同級政府間的「水平不均」：同級地方政府可能因地理環境、自然資源不同，造成財政收支的差異，

由中央政府對貧窮地方補助，可使區域均衡發展。 

(三)激勵地方的財政努力：若中央對地方特定公共支出採取「配合補助」的方式，中央僅補助部分，其餘由地

方自行籌措，可刺激地方努力開闢財源。 

(四)特定補助可矯正地方公共財利益外溢：當地方公共財具利益外溢時，站在中央的效率觀點，中央政府應補

助利益外溢的部分，使得地方提供該財貨以達到最適數量。 

P

0 G

S0 (MSC=MPC)

D0 (MPB)
D1 (MSB)
S1 (=S0 - s)

G* Go

E O

E’

A

 
1.在某地區地方公共財(G)之需求為D0，供給為S0(邊際成本固定)，於A地區所決定的數量為G*。 

2.以社會的觀點此地方公共財的需求為D1(=D0+利益外溢效果)，最適數量應為G
o
；但A地方政府不考慮公共

財的利益外溢時，社會將產生△AOE的福利損失。 

3.若中央政府補貼A地方政府，單位補貼額s(=G
o
時的邊際外部利益= OE′ )，使供給曲線降為S1，則由該地方

政府提供的地方公共財均衡數量為G
o
亦為社會最適數量，社會福利達到最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