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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第一篇介绍了所用的分析工具和本书其余部分的前提条件。
第二篇至第五篇阐述的是具体经济政策问题。
每一部分都可独立成篇。
每一篇开头有一个专门性的导言，为读者指出一些经验性规律，说明前后章节的联系和研究的思路。
我们在分析的过程中以及每章结尾部分的“文献说明”中都对文献进行了评论。
除第一章和最后一章之外，其他各章都有很多习题。
这些习题是由伊沙贝尔·布罗卡、迈克尔·科斯坦赫拉、罗尼·拉津和大卫·斯特鲁姆贝格设计的，
主要用于教学，但对本书的结论和思想也很有启发。
上述作者还编写了一本专门的习题集（由MIT出版社出版并有电子版）来讨论这些问题，并有参考答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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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再分配计划的数量与形式、公共品供给的范围与类型、不同税基的税收负担、政府赤字的大小、
货币政策在商业周期与选举周期中的状态都是由什么决定的？
对这些问题，政治经济学领域有大批数量激增的文献都在试图回答。
但迄今为止，人们还没有就适当的分析模型和有关这些问题的答案达成共识。
　　佩尔森和塔贝里尼结合了三种学术传统的精华——宏观经济政策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以及政治学
中的理性选择学说，提出了一种统一的分析方法。
正如在现代宏观经济学中那样，公民个人的行为是理性的，他们对经济结果的偏好导致了对政策的偏
好。
与公共选择理论一样，把政治决策权授予当选的代表可能会产生选民与政治家之间的代理问题。
而在理性选择理论中，政治制度决定了制定政策和选举治家的程序。
两位作者为我们勾画出一种通用的分析方法，证明了若干新的结论，指明了尚未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书的读者对象是经济学家或者希望了解政治经济学最新发展的政治学家，也包括经济学或政治
学专业的研究生，还适用于高年级的本科生。
虽然全书自成体系，而且多数概念和方法的介绍都由浅入深，但要求读者具备一定的微观经济学、宏
观经济学和博弈论应用方面的背景知识。
本书为研究生课程提供了一本核心教材，并将成为该领域学者的标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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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和伦敦经济学院的百年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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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总论目标本书试图回答上面的问题。
我们要对现代民主政治中的经济政策做出解释：是什么因素决定着再分配的规模和形式、公共品供给
的范围和类型、各种税收的负担、政府的赤字规模、官员的腐败程度、劳动力市场的管制结构、货币
政策在商业周期和选举周期中的态度等等。
为了寻找答案，我们走到了政治学和经济学的交界处。
政治学研究集体选择和政治制度。
我们想知道政策如何制定，政策制定过程中决策者的激励和约束是什么，以及政策冲突如何解决。
经济学则只关心决策的结果。
我们还想了解政策的经济后果反过来如何影响个人的政策偏好，这些偏好如何又被整合进公共政策。
人们通常把该领域的研究称为“政治经济学”。
这一术语有时候指一种分析方法，好像经济学的传统分析工具不适合研究政治现象。
不过，这并不是我们的观点和本书的方法。
相反，我们借助经济学的基本工具为政策选择建立模型，并将其视为理性人之间的策略性互动作用的
均衡结果。
本书的标题包含的就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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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通过政治程序制定的大量公共经济政策对个人与社会的福利具有重大的影响。
在这个政治与经济紧密结合的领域内，新政治经济学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佩尔森和塔贝里尼作为该领域的杰出学者，他们在本书中提出了政治经济学分析的一种统一框架和方
法，融合了现代宏观经济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和理性选择学说，对个体、利益集团、政治家、政体等
因素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如何影响政策结果进行了严密的实证分析。
在这一过程中，两位作者还对有关文献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归纳和扩展，并始终追踪该领域的研究前
沿。
因此，本书同时也是一本有关新政治经济学的优秀指南，是所有关注该领域问题及发展的人案头必备
的一本工具书。
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在国内方兴未艾，但是一直缺乏一本像本书这样的全面的、权威的参考指南。
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鼎力推荐下，几位学习者尝试着完成了本书的翻译工作。
马晓强和刘凤义翻译了第6、7、11、12、13、14章；唐路元翻译了第10章，徐晓博翻译了第15、18章，
徐蓉蓉翻译了第16、17章，方敏翻译了其余章节，并校译了前面的部分章节。
全书由方敏统一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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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现代政治经济学领域需要这样的著作。
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优秀的教学工具、一本出色的参考书和对该领域的清晰的梳理。
佩尔森和塔贝里尼为我们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Alberto Alesina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　　有关政治制度的分析模型常常忽视经济问题，经济政
策理论又经常对政治制度视而不见。
佩尔森和塔贝里尼这一著作的大胆创新引领了一股对两者进行全面综合处理的潮流。
阅读这本卓越的著作使人受益匪浅。
　　——Keneth AShepsle 哈佛大学Markham政府管理学教授 　　在过去的十年中，佩尔森和塔贝里尼
不仅推进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前沿，同时对文献进行了梳理、归纳和扩展，从而把写作综述性文章的
水平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这本杰作涵盖了所有这些方面。
　　——Avinash KDixit 普林斯顿大学 Sherrerd经济学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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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再分配计划的数量与形式、公共品供给的范围与类型、不同税基的税收负担、政府赤子的大小、货币
政策在商周期与选举周期中的状态都是由什么决定的?对这些问题，政治经济学领域有大批数量激增的
文献都在试图回答。
但迄今为止，人们还没有就适当的分析模型和有关这些问题的答案达成共识。
本书作者佩尔森和塔贝里尼结合了三种学术传统的精华——宏观经济政策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以及政
治学中的理性选择学说，提出了一种统一的分析方法，正如在现代宏豫经济学中那样，公民个人的行
为是理性的，他们对经济结果的偏好导致了对政策的偏好。
与公共选择理论一样，把政治决策权授予当选的代表可能会产生选民与政治家之间的代理问题。
而在理性选择理论中，一政治制度决定了制定政策和选举政治家的程序。
两位作者为我们勾画出一种通用的分析方法，证明了若干新的结论，指明了尚未解决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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