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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學》 
試題評析 
第一題：本題涉及外部成本修正策略中最具代表性的兩種學說，「畢固稅」及「寇斯定理」，屬於基本重點，

也是考古題的常客，只要考生有系統的回答，應該可以拿到20分以上。 
第二題：考得是OECD會員國控制預算的作法及成效，屬於冷僻的題型，各財政學教科書都沒有介紹，只有看

過徐仁輝副教授提出的「預算赤字與預算改革」研究報告的人才知道完整的內容，一般考生很容易失

分，個人認為出題方向明顯偏頗，本題不具鑑別力。因此，提醒您不要有挫折感喔！ 

 

甲、申論題部分： 

一、請說明：(一)何謂畢固稅（Pigouvian Tax）？在執行上面臨那些困難？（13分） 

    (二)何謂寇斯定理（Coase Theorem）？在運用上有何限制？（12分）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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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消費或生產行為產生外部成本，實際負擔的成本MC小於社會邊際成本MSC，則實際污染量X1會超過最

適污染量X0，而產生bcd的經濟效率損失。必需仰賴政府的干預，方能有效的降低汙染量，進而提升資源配置

效率，而畢固稅(Pigouvian Tax)及寇斯定理(Coase Theorem)則是著名的因應措施。分別說明如下： 
(一) 

1.畢固稅(Pigouvian Tax)由經濟學家A. Pigou提出，畢固認為對污染者直接課徵污染稅，可以提高生產者的

生產成本，降低市場的數量，達到改善污染所造成的市場失靈，這就是所謂的皮古稅。最適污染稅稅率

應訂在達成最適污染效率的最適產量下所對應之外部邊際成本，即t＝MD＝ab。 
2.面臨的困難 

(1)要有充分的情報才能確實計算出最適污染量，涉及消費利益及生產成本等相當複雜的問題。 
(2)要說服污染者與被污染者接受最適污染量的結果，是實際執行所面臨的難題。 
(3)畢固稅完全仰賴政府來執行，而政府的行政效率也是倍受考驗與質疑的議題。 

(二) 
1.寇斯(R. H. Coase)認為如果財產權界定明確，外部性問題可經由雙方當事人間之協商與補償獲得解決，也

就是將外部性效果轉化成以貨幣表示的價格，透過私經濟部門的自行談判、協商、甚至訴訟程序來解

決，污染量就會由X1降到最適水準X0，使資源合理配置。因此，政府只須確立財產權歸屬給誰，而無須

直接介入干預，此即所謂寇斯定理(Coase Theorem) 
2.面臨的困難 

(1)私經濟部門的談判、協商過程常會付出一些代價，包括所花費的時間、精神及金錢等成本，這些成本

通稱為交易成本(Transaction Cost)，包含資訊成本與協商成本兩種。基本上只有協商利益大於交易成

本，協商才會繼續進行；當交易成本極大時，只得任由外部性繼續扭曲資源配置。 
(2)必須在雙方的人數不多，雙方的議價能力處於相等地位，且無免費享用的問題時，議價結果方能達成

資源配置最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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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會員國自1980年代起採取了那些控制預算成長與降低預算赤字的作

法？其成效與影響如何？(25分) 

答： 
(一)OECD國家在1980年代起即試圖重整財政，對於預算制度進行大幅度的改革，各國所實施的預算制度改

革，大體上分為： 
1.控制支出規模與赤字的「總體預算制度」(Macro-budgeting)： 

(1)總體支出目標：訂定減少預算赤字的目標，例如赤字、支出或收入佔 GDP 比例，及未償債務佔 GDP
比等。如歐盟會員國家對進入歐洲貨幣聯盟(European Monetary Union)所訂的馬斯垂克條約(Maastricht 
Treaty)，就規定嚴格的財政標準作為入會條件，即未償債務餘額必須降至 GDP 的 60%以下，每年度預

算赤字不得超過 GDP 的 3%。此外，如法國政府並訂定自 1995 年度起每年度預算赤字佔 GDP 比減少

0.5％之目標。紐西蘭政府對於未償債務淨額佔 GDP 比更作嚴格要求，如到 1997-1998 年度需降至 30
％；2003-2004 年度降至 20％。 

(2)由上而下的支出控制：主要在對各部會與機關的支出預算設置上限。如英國在預算籌編前，即由財政

部訂定支出的總額，對於總支出的約 85%皆設置上限或刪減目標，內閣閣員必須在限額內重新配置計

劃與編列預算。其他嚴格執行的國家，如丹麥、芬蘭、冰島、挪威等。 
為了讓支出上限與目標透過預算過程順利完成，各國政府會在各機關尚未提出正式預算需求前，要求

其計算出預算基線。預算基線(baseline)係先對各項基本經濟狀況作假設，同時假設政府政策不變，對

收入與支出趨勢所作的推估。在美國此稱為「當前服務」(current service)之基線，瑞典與加拿大稱為

「參考水準」(reference level)，在英國預算基線是推估公共支出的起點，其他國家亦有類似作法。 
(3)通盤或特定目標的支出刪減：由上而下的支出控制有時適用於通盤的支出刪減，有時則針對特定支出

刪減。採通盤刪減的國家較少，如芬蘭、澳洲、丹麥等在 80 年代的作法。澳洲在預算刪減方面，訂定

總的赤字目標，以及對人事支出、津貼、與行政支出作通盤的刪減，對於福利計劃支出則作目標性的

刪減（如對家庭救助、失業保險、公務員年金、醫療等）。 
(4)平衡預算目標：美國政府始自 1985 年開始立法，試圖對於減少預算赤字建立控制程序，1985 年的

「平衡預算與緊急赤字控制法」(The Balanced Budget and Emergency Deficit Control Act) 或簡稱為 GRH
（Gramm-Rudman-Hollings）法，訂有平衡預算時間表。1990 年的預算加強法(BEA)則改採取支出上限

作法。澳洲政府則訂定 1997-1998 年度為預算平衡年。冰島政府訂 1999 年度為預算平衡年。 
2.提升資金使用效率的「企業化預算制度」(Entrepreneurial budgeting)： 

各國實施企業化預算制度，主要的作法為： 
(1)強調策略管理，發展目標策略，並讓計劃與預算結合； 
(2)按績效編列預算與加強績效測量； 
(3)合併計劃與預算科目，讓預算執行彈性化； 
(4)取消人事編製員額限制； 
(5)預算執行結餘得予保留、移轉作其他用途，提高節儉預算誘因。 

3.建立中長程財務預算規劃的「多年度預算制度」(Multi-year budgeting)： 
在預算裁減時期，多年度預算正如同多年度的預算基線，成為控制每一年度預算的工具。如在紐西蘭，

多年度預算係各機關與財政部預算談判的下限；義大利則是每年度預算的參考基礎。如在美國國會的預

算決議案與總統的現行預算皆會作未來三年度的預估。在德國，多年度的財務計劃係防止預算超額需求

的利器；澳洲則要求各機關在編列預算需求時，需同時預估現行政策下，未來三年度的預算。 
(二)赤字控制的初步成效 

OECD 各國所進行的財政緊縮政策，直至 90 年代中期，部份國家才開始產生赤字改善的效果，各國總預算

赤字佔 GDP 比，1998 年平均數為 0.7%，預估至 2001 年平均數為零。部份國家更因經濟好轉，出現預算賸

餘，1999 年已有 12 國有預算賸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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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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