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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學》 
試題評析 
第一題：考Lindahl的均衡模型，考生絕對耳熟能詳，因此，高分的關鍵就在您是否能完整、詳實的臨場表現出

來。 
第二題：出題方向以成本效益分析為主軸，考實際運用時可能遇到的困難，建議您先簡要說明成本效益分析的

意義及方法，爾後再細數可能遇到的困難，儘可能的發揮、闡述及舉例，便可能高分。 
今年申論題較為單純，屬於大家都會寫，但無法客觀評估分數的型態，命題者主觀意識的偏好將主導分數

高低。老師認為，一般實力者應有約35分的成績，書寫完整、充分發揮者，較有可能拿到40分以上的佳績。 

 

甲、申論題： 

一、試就林達爾模型（Lindahl's Model）說明公共財的均衡提供量如何決定？在實際操作上，林達

爾均衡（Lindahl Equilibrium）的達成會面臨那些問題？（25分） 

答： 
(一)公共財數量的決定 

1.假設 
(1)假設只有A、B兩人。 
(2)每個人對不同公共財數量所願支付的稅額，都可以需求曲線表示出來。 
(3)公共財的邊際成本固定。 
(4)每個人的議價能力相同。 

2.圖示 
 

 
 
 
 
 
 
 
 

 

 
3.分析 

(1)當公共財數量很少（Q1）時，A、B兩人對公共財之需求迫切，願意負擔較高的租稅，A願意支付75%
＋B願意支付55%＝130%＞公共財成本100%，公共財數量有增加的必要。 

(2)當公共財數量漸增（Q2）時，A、B兩人願意負擔的租稅，隨著公共財數量的增加而減少，A願意支付

20%＋B願意支付25%＝45%＜公共財成本100%，公共財數量有減少的必要。 
(3)A、B兩人需求曲線的相交點，為公共財均衡數量Q*，A願意支付60%＋B願意支付40%＝100%，恰等

於公共財的邊際成本100%，願意支付的代價＝公共財的邊際成本。 
4.特色 

(1)Lindahl首先指出，公共財的提供不一定得仰賴政府的租稅收入來支應，而是藉由自由認捐的方式籌措

公共財的財源，並決定公共財的最適數量。 
(2)決定公共財最適數量的方法，相當類似市場均衡的過程，其資源配置符合柏拉圖效率。 
(3)個人依照自公共財享受到的效益多寡，來決定支付公共財的價格及比率，符合受益原則。 

100% OB

OA 100% 

A 
負 

擔 

的 

比 

例 

B 
負 

擔 

的 

比 

例 

DA DB 

 

55% 

25% 

75% 

60% 

20% 

Q1 Q* Q2 

40% 



高上高普特考 www.get.com.tw/goldensun 台北市開封街一段 2號 8 樓 02-23318268 
【淡水】02-26259498【三峽】02-26735568【林口】03-3275388【羅東】03-9540923【中壢】03-4256899 

【台中】04-22298699【逢甲】04-27075516【東海】04-26527979【中技】04-22033988【台南】06-2235868【高雄】07-2358996

 

 

 高上高普特考  99地方政府特考高分詳解  

--  -- 2

(二)Lindahl’s面臨的問題 
1.消費者了解無論自己是否支付代價，與是否享受消費之間並無關聯，因此，每個消費者將企圖成為

「Free-rider」，而隱瞞真實偏好，使公共財提供數量偏低。 
2.自願交易說乃建立在個別消費者需求已知的前提下。消費者對公共財的負擔，係以個人自公共財所享受

到的邊際利益多寡來決定，因此，自願交易說係以「受益原則」為公平租稅的依據。 
3.若A、B兩人的資訊不對等或議價能力不相等時，很難達成均衡點。 
4.未考慮社會財富變動對價格的影響。 
 

【參考書目】 

施敏，《財政學(概要)》，第6-11頁及第6-12頁。 

 

二、公共投資計畫之成本效益評估，在實際運用時可能遇到那些問題？（25分） 

答： 
(一)成本效益分析：係針對各種公共計畫之目標，利用數量分析方法客觀地計算公共計畫所可能發生之成本與

效益之淨效益，分別評估各種可行方案之可行性，以供決策者了解計畫之可行性，以作為決策之重要依

據。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如下： 

評估方法 公式 意義 決策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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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報酬率係指淨現值等於0的

折現率(r)。 
若 r＞ i值得投資，且

差距愈大愈優先。 

益本比法 
（B/C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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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效益現值與成本現值的相對大

小，來衡量公共支出的可能性。

若B/C＞1值得投資，

且數值愈大愈優先。 

(二)實際應用的問題 

1.價值不易測度：尤其是無法量化的效益，如：治安、教育等難以貨幣衡量；成本或效益的選擇，常有重

複計算現象，如一項投資同時被列入兩項計畫。 
2.考量公平性：成本效益分析假設社會所有個人或團體一律平等的，運用補償原則的原理提供了經濟效益

之具體資訊，然而經濟效益卻不一定是政府的唯一目標，有時所得重分配目標可能來得更重要，因此效

益値必須進一步調整。  
3.生命保護的評價：公共計畫的目的是為了減低生命損失，例如：交通安全可降低用路人的傷亡；消防安

全可降低民眾生命及財產的損失；健康教育、衛生保健可提高民眾的平均壽命等。任何一項生命保護計

畫，隱含了對生命的評價，若拒絕該計畫，表示其價值低於其成本。因此，必須應用適合的方法，適當

的評估。 
4.折現率的選擇：折現率是否適當嚴重影響評估結果。若高估折現率，則本應接受的計畫卻可能因而被拒

絕；反之，若低估折現率，則本應拒絕的計畫卻可能因而被採納。 
5.不確定的問題：進行成本計劃時，當計劃的效益或成本具風險性時，必須轉化為確定等値(certainty 

equivalents)，而計算確定等値則受到機率分配及風險型態(愛好者、中立者、趨避者)的影響，則擴大了成

本效益分析的困難度。 
6.風險成本：當新增投資計畫占既有公共投資計畫的比重相當低時，各計畫的風險可能相互抵銷，各新增

風險成本可以忽略；而當公共投資計畫的受益人相當多時，單一個人承擔的風險就相當有限，就整體受

益的角度，確定等值與預期值的差異不大，風險成本可以忽略。 
 

【參考書目】 

施敏編著，《財政學(概要)》，第8-17、8-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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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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