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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學》 
試題評析 
由財政學高考的命題可以看出今年考題是由台北商業技術學院(原台北商專)財稅系的副教授所出，題目全

部源自於上課所推薦的參考用書－徐偉初、歐俊男、謝文盛所合著的《財政學》從考題中，歐盟國對未償債務

餘額之規定，便可知端倪。考題難易程度適中，除了選擇題第24題較偏頗之外，多為施敏老師平時上課所強調

的重點。整體而言，一般程度之考生應可拿65分以上，程度較佳者應可拿80分以上。 

 

甲、申論題部分：（50分） 

一、請分別扼要說明林達（E. Lindahl）、薩繆爾遜（P. A. Samuelson）、布坎南（J. M. 

Buchanan）、克拉奇（E. Clarke）、丁波（C. M. Tiebout）等五位學者對公共財理論的主要

貢獻。（25分） 

答： 
(一)林達(E. Lindahl)： 

1.林達在1919年提出公共財均衡模型之「自願交易分析法」，基於受益原則，可以達到全體一致票決的投

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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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財最適產出水準下，個人依自身利益所願意支付代價的總合，恰

等於公共財的邊際成本。 
3.主要貢獻：解決公共財最適水準的問題，也達成了成本的分攤。 

(二)薩繆爾遜（P. A. Samuelson）： 
1.薩繆爾遜利用個體經濟學的理論，證明了公共財與私有財最適數量的差異。 
2.薩繆爾遜得公共財最適產量決定，是在既定的所得分配狀況下先決定了社會無異曲線，而社會無異曲線

與生產可能曲線的交點決定了公共財與私有財的實際產量，亦即決定了資源在公、私部門的配置，進而

決定了公、私部門在個人間的配置，亦即決定了每人的福利水準。 
3.主要貢獻：薩繆爾遜說明了應如何根據社會中A、B二人的偏好，將社會資源妥善的配置於公共財與私有
財兩部門，以使社會福利達到最大。 

(三)布坎南(J. M. Buchanan) 
1.1986年諾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布坎南，以民主機制的角度出發，認為多數決的票決雖然無法達到一致同意

的要求，只要議案的同意達到某一水準，例如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期使社會成本最低。 
2.認為社會成本（外部成本與決策成本加總）最低的支持比率，即為最適議案通過比例。一致同意票決雖

無外部成本，然其決策成本卻非常高。因此，「多數同意票決」是公共決策成本最低之票決方式。 
3.主要貢獻：改良民主政治制度下的公共選擇，希望投票制度能夠確實反應社會成本與成員的偏好。 

(四)克拉奇(E. Clarke)： 
1.由於公共財具有非敵對性與非排他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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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減少公

共財的成本分攤。 
2.主要貢獻：克拉克設計了一套可以誘使消費者顯示偏好的機制，稱為克拉克租稅（Clarke Tax）。 

(五)丁波（C. M. Tiebout） 
1.丁波認為透過人口的自由流動，居民對居住地的自由選擇，猶如私人市場的自願交易般，依其所享受之

邊際效益或租稅成本來決定，亦即透過「以足投票」的遷徙方式，來決定公共財之最適規模、人口及預

算。 
2.由居民在不同地區選擇偏愛的公共財及其價格，透過自由遷徙來達到最適租稅配置，在穩定的均衡下，

決定各地方政府的最適預算數量，也決定各地方政府的最適規模，同時也將偏好相同的大眾聚集在同一

個地方。 
3.主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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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傳統認為公共財不具排他性、不具敵對性，消費者偏好無法透過市場機能自動顯現，故無法按受益原

則收費，形成市場失效。由丁波模型可知，此一說法只適用於中央政府之純公共財，不適用於地方公

共財。 
(2)決定地方公共財之最適數量，首先將空間觀念引進財政理論中，人口流動受公共支出與租稅負擔的影

響，居住地區之選擇反映出人對公共財與私有財之偏好情形，也由於地區適當反應人民的偏好，可提

高資源的有效利用。 
 
二、我國93年6月立法院通過的勞工退休金條例之勞退新制中，對勞退基金之財務，由以往的「確定

給付制」（Defined Benefit Plan）改為「確定提撥制」（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請

問這兩種制度的差別，及我國採行勞退新制的理由為何？（25分） 

答： 
(一)確定給付制與確定提撥制 

1.確定給付制（defined benefit）：退休者符合一定條件，其給付水準與金額多寡乃事前決定；即各依照其

退休前若干年前之平均薪資或終身平均所得，乘上其服務年資等條件，計算給付金額。因此，給付金額

與保險費繳納多寡，無直接關聯。採隨收隨付制財務融通的國家，多搭配採確定給付制。 
2.確定提撥制（defined contribution）：年金參與者退休時，所領取的給付金額，乃依照其提撥基礎乘以提

撥率再乘以提撥年限，外加儲金之孳息（或投資報酬），作為提撥總額；亦即提撥金額愈多、時間愈長

或投資報酬率愈高，其退休後提領的金額將愈高。採儲金制財務融通的國家，多搭配採確定提撥制。 
3.比較上述兩種制度，確定提撥制之年金參與者因切身利益，較為關心基金之財務運作狀況；而確定給付

制與受益無直接關聯，被保險人通常並不關心，每每等到財務鉅額虧損而必須提高保險費或降低給付

時，才警覺事態嚴重。 
(二)我國採行勞退新制的理由 

勞工退休金制度之良窳，與勞工退休生活品質息息相關。對於勞工老年退休生活之保障，勞動基準法之退

休規定雖可給予若干程度保障，惟我國中小企業較多，企業平均壽命不長，勞工流動率高，以致勞工能符

合退休條件者不多，且雇主給付退休金成本估算困難，常以不當手段資遣、解僱勞工，衍生勞資爭議。故

在提供勞工選擇與不增加政府財政負擔之前提下，建議採「確定提撥制」之個人退休金專戶制，為可攜帶

式之勞工退休金制度，由雇主為勞工個人提繳退休金，以保障勞工退休之生活。 
 
乙、測驗題部分：（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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