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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外经济学名著译丛：公共选择理论（第3版）》是对《公共选择理论》第2版进行了较大修改
和补充。
新增加了6章的篇幅，并对上一版中的几章做了扩大、修改。
关于公共选择理论的经验性分析讨论得到进一步展开。
正如前一版，公共选择理论的所有主要论题都有所涉及。
它们包括：国家为什么会存在、投票规则、联邦主义、俱乐部理论、两党和多党选举制、寻租理论、
官僚制、利益集团、独裁制、政府的规模、投票者参与规则和政治经济的循环。
公共选择方面的一些规范性研究问题也在新一版中得到了考察，包括关于简单的多数规则的规范分析
、伯格森一萨缪尔森社会福利函数、阿罗和森的不可能性定理、罗尔斯的社会契约理论以及布坎南和
塔洛克的政治经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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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把注意力集中于再分配或忽视再分配和资源配置之间的区别，因而暗含着把这两者
结合起来的文献，具有一种辨别得出来的较悲观的态度，均衡是不存在的。
均衡的不存在使议事日程的安排者能够支配结果。
所有投票程序的结果都可能被对偏好的策略性误述所操纵，除非允许某个人充当独裁者。
结果可能是帕累托无效率的。
威廉·赖克（1982）准确地捕捉住了对这一新的忧郁的科学的心情。
就社会选择文献现有的成就来说，社会至多也只是有希望发展和维持一种有时能废黜坏的领导的政治
制度。
 难以否定赖克对社会公共选择文献之含义的悲观主义解释。
况且，他的例子和其他人能提出的无数例子都非常生动地说明，不稳定性、无效率、被操纵的日程安
排和公共选择所预见的民主决策的其他弊端，都会发生。
但我不愿意一笔勾销公共选择最初40年的成就，可以把这些成就作为民主决策的缺陷的一览表。
这种文献中还有各种线索，它们暗示着一幅较乐观的画面，一幅关于可能是什么而非实际上是什么的
画面。
我们将通过勾勒这一画面来结束讨论。
 首先，我们必须区分改善配置效率的决策与再分配收入和财富的决策。
毫无疑问，公共选择文献的重大成就之一就是已经突出了威克塞尔首先认识到的上述区别的重要性。
设计政治制度时不运用这种区别，会使这种制度的运行一开始就遇到麻烦。
其次，我们必须明确区分为直接民主的制度和为选举政治设计的制度。
 再没有哪个文献比在关于俱乐部和用脚投票的文献还要旗帜鲜明地重视关于配置效率和再分配的区别
。
如果对公共物品组合具有同质嗜好的个人组成俱乐部和地方政治组织时，配置效率可以因此得到改进
。
当地方政治组织试图提供某些纳税人不情愿的再分配方案和其他方案时，人民会用脚投票，移居到不
存在这类方案的社区。
在一个流动性强的社会中，如果那些必须为再分配纳税的人们不情愿纳税，那么，地方层次的大规模
再分配就不可能发生。
正如在某种一致同意规则下可以再分配建议筛选掉而只留下改进配置效率的建议一样，默默地通过用
脚投票而达成的一致同意会减少地方预算进行的再分配方案。
如果要进行大规模的再分配，那它必定是在较高层次的政府上进行的。
 关于民主制度的能力的大部分悲观看法，来自阿罗定理和其后的大量定理。
阿罗探索的目标原本是要找到一个将其备选对象的排序建立在个人序数排列的汇总基础之上的社会福
利函数。
不曾找到这种函数的事实表明，人际间的效用比较要么必须直接通过决策规则做出，要么必须间接地
通过对偏好范围或有待决定的问题类型施以限制来做出这种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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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公共选择理论(第3版)》内容涉及国家为什么会存在、投票规则、联邦主义、俱乐部理论、两党和多
党选举制、寻租理论、官僚制、利益集团、独裁制、政府的规模等，供相关读者阅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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