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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經濟學》 
一、 請繪製一個兩人兩財模型，申述下列各項： 

(一) 何謂「柏拉圖最適境界」、「市場競爭均衡」、「福利經濟學第一基本定理」，以及「福

利經濟學第二基本定理」？（16分） 

(二) 當社會資源配置達到「總效用可能曲線」（grand utility possibility frontier）上的某一點，是

否表示「社會淨利得」（net social gain）已達到極大化且「資源分配」達到公平性？（9

分） 

試題評析 
此題為基本的福利經濟學名詞解釋與圖形搭配，屬於簡單題，而此題與民國95年原住民特考的公

共經濟學第一題幾乎完全相同。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財政學講義》第一回，張政編撰，第一篇第三章：福利經濟學，頁43-57。 

 

答： 
(一)假設有A、B兩人，消費X、Y兩財 

1.柏拉圖最適境界：當兩人對於兩財貨的邊際替代率(MRS)相同時，表示已經不存在柏拉圖改善的空間，

此時達到消費的柏拉圖最適境界，該組合將在箱型圖的契約線上。 

2.市場競爭均衡：透過兩人以及各自擁有的兩財貨稟賦，可找到一組均衡相對價格，讓兩財貨不存在超額

供給或超額需求，使得競爭均衡達成。 

3.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若市場為完全競爭(即不存在外部性、公共財、自然獨占產業等條件)，任一個完

全競爭均衡將符合柏拉圖效率。 

4.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若社會每個人的偏好滿足凸性、連續且單調遞增，則任意的柏拉圖效率配置，都

可以透過價格機能找到一組均衡相對價格為完全競爭均衡。 

5.以下圖說明同時滿足上述第4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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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一定。總效用可能曲線上的某一點只表示達成全面效率，而該點未必滿足社會福利最大，亦不代表達到

公平性。 

如下圖所述：A點雖然達成全面效率，但B點對社會來說福利更高，這說明即使B點不具全面效率，但在社

會的價值判斷下，會寧願選擇實質所得分配較為公平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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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亞羅（Arrow）不可能性定理與布拉克（Black）中位數投票者定理是公共選擇理論重要的研究

成果。試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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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不可能性定理的內容為何？該定理的推論主要立基於那五種前提條件？（10分） 

(二) 中位數投票者定理的內容為何？又該定理成立的前提條件是什麼？（8分） 

(三) 學者包文（Bowen）指出在投票者的偏好分配呈現對稱分配情況下，中位數投票者的選擇

會和社會最適選擇一致。依據包文的研究，我們是否可以推論中位數投票者定理的內容牴

觸了不可能性定理？（7分） 

試題評析 

本題為亞羅不可能定理與中位數選民定理的關連性，這是張政老師在課堂上提過的重點；且最後

社會分配呈現對稱，票決結果與社會最適的關係更是反覆強調的部分！這題整體中規中矩，只是

第三題仍繼續考中位數選民定理，考試的方向有些偏頗。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財政學講義》第二回，張政編撰，第二篇第三章：公共選擇理論，頁142～145、

150。 

 

答： 

(一)亞羅(Arrow)不可能定理說明，若將個人偏好加總為社會偏好的投票過程中沒有任何一種投票機制可以同時

滿足以下的各項條件，因此稱之為「不可能」定理。其要求條件為： 

1.柏拉圖準則：即為社會偏好必須能反映個人偏好。 

2.個人偏好的全域性：社會成員的偏好沒有任何限制。 

3.社會偏好具有集體理性：偏好具有完整性和遞移性(或稱一致性)。 

(1)完整性：任何議案都可被排序。 

(2)遞移性：若A優於B、B優於C，則A優於C。 

4.不相關議案獨立：兩議案的社會偏好排序不會因為第三案的加入而改變。 

5.無獨裁者：社會成員中不可以只有單獨一人的偏好就決定社會的偏好。 

(二)布拉克(Black)提出，在簡單多數決的表決法則下，若每個選民的偏好皆屬於單峰偏好時，中位數選民的偏

好能反映單一議案的投票結果，而中位數選民的偏好即是所有選民偏好集合排序後，恰好排在中間的選

項。其成立的條件為： 

1.個別選民偏好屬於單峰偏好。 

2.選民人數為奇數，且人數至少3人。 

3.議題數只能一個(或一組)，即一維空間。 

4.投票法則為簡單多數決。 

(三)否，中位數選民定理之所以違反亞羅不可能定理，在於前者現在個人的偏好為單峰，違反了後者的偏好不

受限制條件。 

但包文(Bowen)指出，當投票者的偏好分配呈現對稱分配時，中位數選民的選擇與社會最適一致的敘述，與

中位數選民定理違反亞羅不可能定理無關。 

 

三、 復康巴士對於社區老人提供了良好醫療照顧運送的服務，但是復康巴士車隊的營運也常成為一

些稅收不足之地方政府沉重的福利支出負擔。今考慮一地方政府轄區，共有A、B、C三群公民

對於復康巴士每天巡迴車次G的偏好如下：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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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 這三群公民對於復康巴士巡迴車次的偏好是否呈現單一峰度的特性？（9分） 

(二) 假設復康巴士每日的巡迴次數係由地方公民群依多數決投票制度決定。試問在這些公民團

體裡，那一群公民是所謂的中位數選民？為什麼？（8分） 

(三) 承子題(二)，基於預算限制，地方政府對於復康巴士每日提供的服務不會超過3趟車次，則

在多數決投票制度下，該地方政府轄區所決定的每日車次是多少？（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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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評析 

此題為中位數選民定理的應用，最困難的部分為第一小題個人偏好的判斷，同學須要利用一階與

二階導數判定其特性，不過一旦算出，後面的題目只要運用中位數選民定理即可，將會相當簡

單。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財政學講義》第二回，張政編撰，第二篇第三章：公共選擇理論，頁142～145、

150。 

 

答： 

(一)A群公民的偏好符合單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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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增函數，說明只要G(康復巴士巡迴次數)越大，效用將越高，

表示G越多越好。 

B群公民的偏好符合單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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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減函數，說明只要G越大，效用將越低，表示G越少越

好。 

C群公民的偏好符合單峰， 1
BU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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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G=1時一階導數＝0、二階導數<0，表示當

G=1時，存在效用極大點，一旦離開後效用就持續向下。 

 

三人的偏好圖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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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C群公民屬於中位數選民。因為A最偏好的數量為提供服務的上限、B最偏好的數量為0、C最偏好的數量為

1，假設最終康復巴士巡迴次數總提供數量超過1次時，則C為中位數選民。 

(三)若康復巴士巡迴次數的總提供上限為 3G  ，由上(二)可知，A最偏好的數量為3、B為0、C為1。依據中位

數選民定理，最終票決的結果為1，恰為中位數選民C最偏好的數量。 

 

四、 考慮某地存在一家廠商，成本函數為C2q
2，其中q為其產量。這家廠商可以市價100元賣出任

何數量的產品，但是產品的製造會有污染並對附近居民健康造成傷害。居民的醫療支出D和廠商

產量q的關係假設可用下列的損害函數來刻劃：D4qq
2。假設污染排放使得居民與廠商有了

環保糾紛，但由於廠商設廠的時點比居民聚落形成的時點為早，故法官最終將環境使用權判給

了廠商。試設立一模型來回答下列問題： 

(一) 在缺乏與居民協商之下，廠商利潤極大化的產出為何？（5分） 

(二) 若居民派代表與廠商負責人協商雙方都可接受的產出，設為q
*，則此產出是多少？（5分） 

(三) 為了達成q
*的協商產量，請計算廠商最低願意接受的賠償金是多少？又居民最高願意付多

少金額給廠商？（10分） 

(四) 如果由政府介入來控制污染公害問題，試問政府應對廠商課徵多少的單位污染稅率？（5

分） 

試題評析 

本題屬於基本的外部性問題包括皮古稅與寇斯定理的觀念，其中均衡解與社會最適解並不困難，

但涉及雙方賠償的願付與要求金額比較少見，但在課堂上仍有介紹，同學應該可以順利算出；至

於最後一小題的皮古稅相當簡單，為本題的送分小題。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財政學講義》第二回，張政編撰，第二篇第一章：外部性理論，頁12～13、2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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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一)廠商利潤極大的產量： 100 4P q MC   ，可得 25cq  。 

(二)由居民的損害函數可知邊際外部損害為 4 2MED q  ，則協商後為社會最適產量：

100 (4 ) (4 2 )MSB q q MPC MED MSD       ，可得 * 16q  。

(三)由於財產權屬於廠商，故由居民賠償廠商要求減產，以達到最適數量 * 16q  ，其中：

1.廠商最低願意接受的賠償金額，即因減產的利潤損失，原利潤 2100 25 2 25 1250      ，減產後的利

潤 2100 16 2 16 1088      ，則廠商利潤變動 1088 1250 162     ，表示因廠商減產而有162元

的利潤損失，亦為最低願意接受的賠償金額。 

2.居民最高願付的賠償金額，即因減產的損害減少，原損害金額 24 25 25 725D     、減產後的損害金

額 24 16 16 320D     ，則居民損失變動 320 725 405D     ，表示因廠商減產可減少405元的損害

金額，亦為最高願付的賠償金額。 

( 四 ) 若課徵皮古稅以解決外部成本，則最適單位稅額為最適產量下的邊際外部成本，即
*( ) 4 2 16 36MED q      ，表示對廠商的每單位產量課徵36元的從量稅，可使廠商最終決定的產量為

* 16q  ，也表示為 100 4 36P q MC      ，可得 * 16cq 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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