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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經濟學》 
試題評析 
今年公共經濟學的配分比重較不均勻，公共支出議題占了70分，而公共收入占了20分，其餘議題則不復

見。題目均為上課一再提醒的重點，而勝敗關鍵在第四題：申論擁擠公共財之最佳數量決定，相信考生應可得

心應手的作答。整體而言，一般程度考生應可拿65分，程度佳者應可拿80分以上。 
 

一、舉例說明市場失靈的原因及其解決之道。（20分） 

答： 
(一)公共財 

1.說明 

(1)由於公共財不具排他性，消費者不願意顯示其對公共財的偏好而產生免費享用心理，無法透過價格機

能提供。 

(2)由於具有非敵對性，邊際成本等於零，資源配置最適訂價為P＝MC，亦即不向消費者收取任何代價，

廠商不會容忍此種虧損，須政府介入。 

(3)公共財數量不能分割，提供公共財往往需耗費鉅額資金，須由政府預算提供（稅收收入），無法由私

經濟部門提供。 

2.解決之道：由政府提供公共財。 

(二)存在外部性 

1.說明：係指一個或一個以上的經濟單位，因受其他經濟單位活動的影響，以致在經濟上獲利或損失，換

言之，即經濟個體的行為，無償地影響其他經濟個體的效果。 

2.解決之道：外部效果內部化 

(1)外部利益：補貼。 

(2)外部成本：課稅。 

(三)成本遞減產業 

1.說明：成本遞減產業，係指因規模經濟而形成的獨占。由於生產需投入鉅額資金或專業技術，長期平均

成本隨產量的增加而下降，產生大規模經濟利益，廠商將大量生產以降低成本，導致小廠商無生存競爭

空間，使該產業成為獨家局面，稱為自然獨占（Natural Monopoly）。需政府干預的理由： 

(1)資源配置最適效率：P＝MC下，廠商虧損，無法繼續營運，須由政府介入。 

(2)若政府不加管制，任由自由獨占廠商自由生產，則獨占廠商將追求最大利潤：MR＝MC為訂價法則，

價格超過MC，資源未作最佳配置。 

2.解決之道：由政府經營，並採平均成本定價法。 

(四)所得分配惡化 

1.說明：市場自由經濟所決定出來的所得分配往往過於懸殊，而與社會期望不一致。 

2.解決之道：基於公平理由，政府為平均社會財富，可能採行重課大額所得及財產所得，以增加社會福

利。 

(五)風險及不確定性 

1.說明：完全競爭市場以P＝MC條件從事生產，乃因其決策係在風險中立者的前提下決定，且對未來預期

十分確定，現實社會卻面臨諸多不確定性因素。 

2.解決之道：為避免道德危機或逆選擇等其他現象，須由政府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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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繪圖說明公共投資方案的成本效益分析決策準則。（20分） 

答： 
(ㄧ)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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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說明 

1.縱軸表示社會成本(C)或社會效益(B)，橫軸表示政府支出計畫的大小。 

2.設某公共投資計畫的社會成本線為一通過原點的直線OC。 

3.社會效益為一遞增曲線BB，其邊際效益呈遞減趨勢。 

4.當公共投資規模低於X1或高於X2時，其社會成本高於社會效益，不值得投資。 

(三)成本效益分析 

1.淨現值法(NPV)：選擇適當貼現率（i），將效益和成本換算成現值，相減後得出淨現值，淨現值最大之計

劃即最佳方案。換言之，追求淨社會效益(B－C)之最大化，乃社會邊際效益等於社會邊際成本的計畫(G

點)，故X*即淨現值法最佳投資計畫。 

2.益本比(B/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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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過O點作的BB曲線的
切線E’，得切點E點，決定了益本比之最佳投資計畫X0。 

3.內部報酬率法(IRR)：內部報酬率係指淨現值等於0之折現率，即追求淨社會效益(B－C)等於0之計劃，故
社會效益(B)等於社會成本(C)之點，決定了內部報酬率法之最佳投資計畫X2。 

 
三、以公營事業定價為例，繪圖說明次佳理論（Second Best Theorem）之特色。（30分） 

答： 
(一)次佳理論之意義：在某些特定情況下，社會最適的最佳條件(P＝MC)無法達成，公營事業只能退而求其

次，追求特定條件限制下的福利增加，而稱為次佳理論。 

(二)理論假設 

1.所有商品在成本固定下生產。 

2.X表示公營事業產出。 

3.Y表示私營企業產出。 

4.X、Y互為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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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圖形 

 

 

 

 

 

 

 

 

 

 

 

 

 

 

(四)分析 

1.原私經濟部門(Y)之資源配置最適點為E點，因政府對私經濟部門課稅，邊際成本提高至
1
YMC ，使私經濟

部門，數量由Y0減少至Y1，價格由
0
YP 上漲至

1
YP ，社會福利因而損失 ABE。 

2.公共部門(X)若依P＝MC定價，雖為達資源配置最適，然公、私經濟部門合計，整體社會仍然犧牲 ABE

之社會福利。 

若X、Y互為替代品，今公共部門之定價由
0
XP 提高為

1
XP ，則公共部門有 FGH的福利損失；由於公共部

門價格提高，私經濟部門之需求由DY增加為
1
YD ，私經濟部門的福利因而增加A＇BCD。 

若A＇BCD＞ FGH 社會福利水準提升。 

若A＇BCD＜ FGH 社會福利水準下降。 

(五)結論 

原公營事業最佳定價策略為P＝MC，若修正公營事業訂價（P＞MC），雖可能犧牲部分社會福利，但帶來

私營部門福利的增加，只要後者大於前者，根據補償原則，淨社會福利將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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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舉例說明純粹公共財與擁擠公共財，並繪圖說明如何決定這兩種公共財之最佳數量。 
答： 
(ㄧ)純粹公共財模型 

1.提出者：P. A. Samuelson（薩穆森）。 

2.假設： 

(1)個別消費者均能正確、誠實地顯示對公共財的偏好。 

(2)社會只有A、B二人，與X、G二財貨，其中X為私有財、G為公共財。 

UA＝UA（XA，GA） 

UB＝UB（XB，GB） 

XA＋XB＝X 

GA＝GB 

3.圖形： 

 

 

 

 

 

 

 

 

 

 

 

 

 

 

 

 

 

 

 

 

 

 

 

 

4.說明： 

(1)繪製生產可能曲線。 

(2)令B之效用固定於某一水準（UB '），繪出相對應A之消費可能曲線。當生產可能曲線為C點時，由於公
共財具有集體消費性，A、B兩人享受數量均為G2；私有財數量則為A、B兩人相加，若B消費量為DG2，

則A之消費量為CD。 

(3)A之無異曲線與消費可能曲線相切，即A消費效用之最大，決定公共財與私有財之最適配置，公共財產

量為G*，私有財全部產量為EG*，A消費量為EF，B消費量為FG*。 

5.結論：A之消費可能曲線與無異曲線切點滿足下列條件： 

MRSAXG＋MRSBXG＝MRTXG 

社會上所有消費者邊際替代率相加＝公共財與私有財之邊際轉換率 

G (公共財) 0 

(

私
有
財) 

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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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 
No 

(二)擁擠公共財：以高速公路為例 

1.圖形 

 

 

 

 

 

 

 

 

 

 

 

2.說明： 

(1)D0為平時的需求線，D1為社會總需求線。 

(2)在不擁擠的情況下：每位用路人的用路成本為C。 

(3)在擁擠的情況下：每增加一位用路人，將使用路成本提高c；若增加n位用路人，使用路成本將提高cn，

則： 

每位用路人的平均成本：AC＝C＋cn 

社會總成本：TC＝n(C＋cn) 

社會邊際成本：MC＝C＋2cn 

3.均衡： 

(1)社會最適均衡：邊際利益＝邊際成本 N* 

(2)私人決定均衡：邊際利益＝平均成本 N1 

(3)相對於社會最適的用路人數，私人所決定的用路人數顯然是偏高的，此乃因社會選擇與個人選擇的差

異所致。 

4.政府干預方式：將邊際社會成本加諸於使用者身上，單位收費＝c 

(1)在不擁擠的情況下：使用人數由No下降至No＇，表示資源未充分運用。 

(2)在擁擠的情況下：則AC＋c＝AC＇，使用人數由N1下降至N*，則資源充分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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