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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公共服务财政支出效率研究》(作者娄峥嵘)运用系统动力学的理论和分析模式来分析经济
增长、公共服务支出、人口、教育、卫生、科技、社会保障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反馈机制，构
建了公共服务支出系统的动力学模型，以揭示公共服务支出系统对经济增长作用的运行规律。
本书还通过对科技、教育等诸多现行政策加以调整与模拟，为我国公共服务支出的持续稳定增长提供
了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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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娄峥嵘，江苏徐州人，1971年3月生。
管理学博士，经济学副教授，校聘教授，徐州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
公共管理一级硕士点、政治经济学二级硕士点导师。
长期从事公共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在《中国行政管理》、《经济管理》等权威期刊、CSSCI和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先后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江苏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项目、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招标课题、徐州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等1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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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完全信息与信息不完全　　在完全竞争市场下，关于信息的假定可以说是最理想化的。
所谓完全的信息或知识，是指生产者及消费者充分掌握市场当前、甚至未来的各种信息状况。
但是，随着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市场交换产品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信息越来越分散、复杂，加
工、处理信息的成本也可能会升高到为决策者所无法接受，决策者甚至会为其而舍弃正确信息的搜寻
，从而不可避免出现很多非理性的决策。
市场信息不完全的主要表现是：第一，不确定性是许多决策过程的一个特征。
出于未来状况的不确定，市场在转移风险负担方面是失效的。
第二，信息不对称，信息在买方和卖方之间分布是不均匀的，利益关系又阻碍信息披露。
在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掌握更多信息的一方在市场上占优势。
在这种条件下，实现的交换不可能达到帕累托最优。
第三，价格作为资源配置的一个指示器远不是一贯正确、确实可靠的。
实际的经济行为部分地是由非价格变量支配的。
信息的不完全，加大了市场调节的成本。
这就是诺思总结的：“生产调整过程取决于信息费用，市场越不发达，信息传播技术越原始，调整过
程就越长。
”。
公共服务产品如教育、医疗等，由于其技术的专业化程度高度复杂以及评价标准的多元化，在公共服
务的供给市场中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完全。
表现在交易的过程中，交易双方对于公共服务质量、性能等信息的了解程度不同，出现“信息不完全
”或“信息不均等”的现象。
这种现象在市场持续一段时间后，就会破坏市场机制的优胜劣汰的作用，以至出现“劣币驱逐良币”
的怪现象。
在交易当中，交易双方在交易后，一方因不能掌握足够的信息去监督另一方的行为时，则可能出现后
者违背道德规范，在一味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损害前者利益的“道德风险”现象。
道德风险同样破坏市场经济中的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使社会资源无法实现最优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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