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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简介：创建私人社区可能是今天世界上最大的私有化运动。
在过去的30年中，美国的合作社区越来越多，如权利共管会、住宅房产社、协社以及通过合作共管的
私人社区等。
不仅美国如此，私人社区的概念在全球范围内也越来越热。
其中中国就走在这种趋势的前列。
在中国，房屋和土地使用权、所有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举个例子，如今湖北武汉500万城市居民中的70%都享有所居住房屋的所有权，其中一半是和房产管理
部门共同享有。

　　武汉的数据表明对这种状况进行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国大约有4亿左右的城市人口。
如果中国的城市都像武汉这样具有私有权了，那么大约就有2.8亿的居民对居住的房屋拥有所有权。
所以理解这种私人经济基础和其他地区在实施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就显得非常重要，这两个问题在《公
共物品与私人社区》中都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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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经济学家解释道，快乐峡谷的居民认为建造大坝是有益的，但他们同时认识到，如果其他人都签
约缴费，而有一个人不那么做，但这个人从防洪大坝中受益的程度与其他人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为什么要签约呢？
让其他人付钱去吧！
“但这是愚蠢的，”皮埃尔回答说，“如果没有人付钱，我就不能建造大坝，谁也无法受益。
”“是的，”经济学家回答道，“这就是非常有名的‘囚徒困境，的理论。
”虽然同无人合作相比，如果所有人都合作，大家都将受益，但每个人心里还是有不合作的动机。
如果居民人数不多，比如说20人或30人，他们可以召开全体会议，同意集资建造大坝。
但现在有10万居民，召集和组织会议的交易费用太高；而且因为人数众多，某些个人即使采取不合作
态度也不会对他们的社会地位造成影响。
做一个“搭便车者”的愿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无法达成任何协议。
这时候，“市场”失灵了。
许多经济学教科书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原因：政府能够强迫每个人进行
合作①。
虽然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选择是政府部门而不是所有个人做出的，但这确实能使大坝建造起来
。
　　然而在第二个故事里，公共选择理论将表明由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行为同样不能产生令人高兴的
（或最佳的）结果。
峡谷有一个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它有权决定是否建造大坝，造多大，花多少钱，以及如何筹集资金
等。
每位立法成员每两年选举一次。
他们依靠竞选资金创造公众知名度，以此来拉选票。
他们同时还从公共财政的受益者那里获取选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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