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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重点研究基于自然灾害的我国应急体系建设的资金保障问题。
总的思路如下：基于灾害管理中已经明显感知的政府力绌与失灵现象，书中首先构建了一个公共产品
提供中政府、市场、志愿部门新型关系的理论框架，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我国应急管理资金保障
体系的八字方针：“风险分散，责任共担”，以此作为统领全书的主线。
基于此，本书以自然灾害(其中又特别以汶川地震)为例，分别研究了我国应急管理中的财政资金、银
行资金、保险资金和捐赠资金的现状、国际经验及改进对策，形成了一个立体化的灾害资金保障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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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仅以提供公共产品而言，由于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导致不能确认付费主体，也不能
确认消费数量，换言之，不能形成价格与可行的收费方案，因而不能收费。
这使得在市场环境下，这些为全社会所必需的公共产品要么无人提供，要么虽然有人提供但提供的数
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人们于是转而寻求政府的替代性介入。
　　同市场一样，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也必须要回答，“为谁生产”、“谁来生产”、“生产多少”的
问题。
以“为谁生产”、“生产多少”而言，由于存在着广泛的“搭便车”心理，相当部分的人不愿意表达
自己对于公共产品的真实偏好，如何尽可能准确地获得公民对于公共产品的真实需求与偏好，长期以
来一直是真正的“公共经济学之谜”。
　　从后来的情况看，公共选择学派对此问题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探索。
首先，公共选择全盘移植了“经济人”这一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其次，公共选择将政治视为一个特殊
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上，选民相当于消费者，政治家相当于厂商，选票则相当于货币；最后，正如交
易是市场活动的基本单元，交易也是政治活动的基本单位，即选民用选票交换政治家的政策。
在这个逻辑下，选民投票的结果就是他们对于政治家所提出的政策（即公共产品）的偏好表现情况。
　　投票最好的结果是“一致同意”，这表明所有公民对于某种公共产品的提供数量和成本分担达到
了完全的一致，是一种最理想的结果。
但是，正如完全竞争的市场一样，政治活动中的一致同意几乎也是不可得的。
由于一致同意不可得，现实中往往采取两种投票机制，一是以少数服从多数为基本原则的直接民主制
，二是代议制。
对于前者，内生的缺陷是任何一项政策，必有少数人的偏好不能得到满足，“存在未被满足的需求”
，极端的情况下还可能引出“多数人的暴政”；对于后者，则内生性地存在委托代理及其中的扭曲与
道德风险问题的问题。
因此选举下公民对于公共产品的偏好表达仍然可能是很不准确的，即使学者对于以投票结果准确表达
公众偏好的分析方法在技术形式上发展出“单峰”、“双峰”等细致分析，但阿罗的“不可能定理”
最终无懈可击地证明了此路不通。
　　进一步地，即使是关于提供什么公共产品、提供多少这样的政策制定出来后，在执行、评估、监
测的过程中仍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如组织内部的分权问题、激励问题和政治家、官员的“经济人”取
向等问题。
总之，广泛的政府干预引出了广泛的政府失灵。
　　除此之外，在市场失灵的其他几个方面，政府干预也同样存在着若干不尽如人意的方面。
更重要的是，政府干预还导致了对个人空间、个人自由的某种紧逼和挤压，这对广泛认同个人自由的
西方社会而言，在价值观上是难于接受的。
凡此种种，都使人们对于政府干预发生了广泛怀疑，并进而提出了政府失灵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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