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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迅速扩展到全世界，演变成了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面对恶浪汹涌的经济危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打击，一向标榜为“自由市场经济”、政府“不干预市
场”的美国政府，也不得不出手干预，提出了七千多亿美元的干预方案，并对一些濒临破产、倒闭的
大企业、大银行施以援手。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
出了四万亿人民币的刺激内需方案。
欧盟、日本、澳大利亚乃至非洲国家的政府，也纷纷出台应对经济危机的方案。
政府以强有力的手段和措施干预经济，应对经济危机，并且显示出了强大的力量，大大缓解了经济危
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和打击。
由此可见，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部门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在现代社会，政府从未像今天这样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政府已不仅仅是履行政治职能和社会职能
，其经济职能发挥的领域越来越广泛，作用越来越显著。
政府无处不在，从生产、流通、资源配置到消费导向、纳税、国际竞争、太空、气象、水利、市政建
设以至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无不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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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多年来从事公共经济学的教学和科研，并参阅了大量的有关中外公共经济学的教材和参考文献，
非常了解目前使用的有关公共经济学教材的优缺点，并根据自己多年教学科研的体会和学生的反馈建
议，和戴伟博士、王华春博士一道，共同编著了这本教材，其中戴伟博士承担了第11章，王华春博士
审读了全稿，并参与了相关的工作，其余各章内容均由我亲自设计、写作和具体编排。
作为“公共管理核心课系列教材”之一，我们力图为公共管理各专业、工商管理专业及有关经济学专
业的本科生和公共管理专业硕士（MPA）等提供一套通俗、适用、易学、好教的精品教材，使学生通
过学习，了解、掌握公共经济学所必需的最基本、最一般的知识和技能，并通过大量的案例和资料，
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本教材语言通俗易懂，材料丰富，逻辑性强，适用于经济学、管理学各专业本科生及其他学生学习
，也适用于公共管理专业硕士（MPA）的学习和阅读。
建议教学时，教师可以根据时间安排，对第5章“不完全信息理论”内容和第11章“公共选择理论”内
容进行调整、压缩，也可以让学生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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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　　德国实行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广泛的政府
调节+充分的社会保障，在市场经济的框架内，寻找效率与公平、个人积极性与社会平等之间的平衡
。
　　德国的社会收入分配制度模式是通过两个层次来实现的。
按照效率的高低，通过市场机制完成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然后按照公平原则，由国家行使公共权力
对收入进行再分配。
国家进行二次分配的手段是累进的个人所得税。
德国最高个人所得税率为53％，起征点根据经济发展情况不断调整。
总的来说，德国政府利用税收杠杆调整收入差距的力度是很大的。
　　德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虽然不及瑞典等福利国家完善，但十分充实，建立了养老保险、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社会救济等制度。
其中的养老保险鲜明地体现了跨代分配理论，明文规定下一代人要承担起上一代人的养老费用，养老
金额相当于退休前工资的63％～68％。
失业保险是强制性的义务保险，失业者可在规定期限内领得失业前工资的63％～68％。
医疗保险也是强制性的，凡有工资收入者必须参加医疗保险，凡参加医疗保险者，其家属也可以享受
免费的医疗服务。
在德国，约90％的人受到社会保障体系的严密保护，付出的代价是近1／3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社会保
障支出。
　　除了直接的社会保障以外，德国政府还从保障就业、提供教育等方面作出努力。
法律规定，在劳资纠纷和就业方面，职工有权共同参与决策。
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分配制度模式对社会保障的重视，虽然对经济发展的效率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但总体上是成功的，对稳定社会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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