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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共经济学被经济学家们称为“经济学的令人激动和富于挑战性的分支”。
　　既然国家要为社会成员提供公共品，就派生出围绕提供这类物品的一系列问题，如为何提供、为
谁提供、怎样提供、提供多少以及提供何种标准的公共品等等，也包括如何相应筹集、分配和管理所
需资源的问题。
　　《高等院校风险管理与保险专业规划教材：公共经济学》是“高等院校风险管理与保险专业规划
教材”之一，该书共分15个章节，对公共经济学的基础知识作了全面系统地介绍，具体内容包括市场
竞争机制与经济效率、市场失灵与政府参与、预算制度、租税的生产力效果、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经
济稳定政策的应用等。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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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市场竞争机制与经济效率　　第一节 帕累托最优状态　　自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
以来，市场竞争机制在资源有效配置方面所起的作用和优势，一直被重视。
根据亚当·斯密的理论，民间部门（即家庭和企业）在追求利润的经济活动过程中，在所谓市场的“
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的作用下，利润主要集中在具有比较优势的企业部门。
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中，所有经济主体都通过自由交换为前提的自由竞争，实现社会产出价值的最大
化并获取利润。
　　福利经济学领域里的大部分理论从交换利益、比较优势、经济效益等基础概念出发，明确产出价
值最大化概念等方面作出了贡献。
　　现代福利经济学领域里最基本的理论是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vilfredo pareto，1848-1923）导
出的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理论。
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um）是指不使他人境况变坏就不能进一步提高自己效用的资源配置状态。
即，要使一个人的境况变好，惟一的办法就是使另一个人的境况变坏。
帕累托效率一般用作评价资源配置合理性的标准。
如果资源配置没有达到帕累托效率水平时，就可以在不伤害其他任何人的情况下，使另一个人的境况
变好。
按照帕累托效率标准来看，这是一种“浪费”的资源配置。
经济学家们在使用“效率”一词时，一般暗指的是帕累托效率。
与帕累托效率概念相关的，还有帕累托改进的概念。
帕累托改进是指在不使任何人的境况变坏的情况下，能使某人的境况进一步变好的这种资源的重新配
置过程。
实际上要实现帕累托最优资源配置是极其困难的。
但是，在评价资源配置状态是否有效时，作为评价标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极为有用。
如，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其配置的结果没有恶化任何人的经济状况，但至少有一个人的经济状况变好
，那么，可以说实现了帕累托改善。
帕累托最优状态是再不可能实现帕累托改进的状态。
　　但是，遗憾的是经济领域里的大部分变化，其结果必然造成一部分人的状况变好的同时，造成另
一部分人的状况变坏。
所以，我们不能一概地使用帕累托效率标准来评价所有经济状况的变化。
这也是福利经济学的一个主要问题。
经济状况变化的结果，使一部分人的利益增加或减少，这时就要看这种经济状况的变化是否增加了社
会总体的经济福利（economic welfare），其判断的标准是比较“获利群体”和“受损群体”的各方的
效用总和。
换句话说，如果社会经济总福利可以以每一社会成员的效用之和来表示，那么，在判断社会总福利增
减与否之前，先通过数据来分析经济状况的变化对每一社会成员带来的利益和损失以及各要素的重要
程度。
但是，这种分析往往带有主观价值判断。
所以，应该更重视研究和分析不同的经济政策，给社会带来的预期效果。
　　总的来说，在评价资源配置状态时，帕累托最优概念提供了规范标准。
帕累托改善的概念可以使我们作出这样一种价值判断。
即，资源配置的任何变化都进一步增加社会福利。
经济效率的概念是从帕累托效率概念中直接推导出来的，资源有效配置是通过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来
实现的。
换句话说，没有某部分人的效用损失，就不会有任何人的经济效用的提高。
因此，经济效率为“正”时可以说有了帕累托改善。
也就是说帕累托改善意味着经济效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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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把社会成员所发生的金钱上的所有的利益和损失进行加总之后，用货币单位来衡量经济效率
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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