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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适合作为本科生四年级或研究生一年级的公共经济学课程的教材。
本书由作者在整理各大学的讲课材料基础上编纂而成，不仅涵盖了效率与公平这样传统的内容，还重
点介绍了近年来在信息经济学、博弈论以及政治经济学领域的进展。
任何具有中级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基础的学生都可以读懂本书。
在保持推理严密的前提下，本书尽可能地减少了数学方法的应用。
即使如此，本书仍以分析为主，而非简单地描述。
为使内容更为充实，每个章节后附有可供进一步阅读的文献与书目。
这些阅读材料旨在向读者提供各领域内的经典论文以及各种调查与评论。
每章后还附有习题，其中大部分可由优秀的本科生自行解出，另一些或许颇有难度。
许多人直接或间接地帮助了本书的写作。
这里尤其要感谢Nigar Hashimzade，他就本书提出了鞭辟入里的意见并且帮助完成了第10章以及第21章
的分析。
同样要感谢Jean Marie Baland，Paul Belleflamme，Tim Besley，Chuck Blackorby，Christopher Bliss，Craig
Brett，John Conley，Richard Cornes，Philippe De Donder，Sanjit Dhami，Peter Diamond，Jean Gabszewicz
，Peter Hammond，Arye Hillman，Norman Ireland，Michael Keen，Francois Maniquet，Jack Mintz，James
Mirrlees，Frank Page Jr.，Susana Peralta，Pierre Pestieau，Pierre M. Picard，Ian Preston， Maria Racionero
，Antonio Rangel，Les Reinhorn，Elena del Rey，Todd Sandler，Kim Scharf，Hyun Shin，Michael Smart
，Stephen Smith，Klaas Staal，Jacques Thisse，Harrie Verbon，John Weymark，David Wildasin，以
及Myrna Wooders。
Jean还要感谢Fabienne Henry出色的秘书工作。
公共经济学旨在研究政府及其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本书将带你深入公共经济学的理论与应用。
愿你们能够喜欢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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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关于公共经济学的综合教材涵盖了市场失效以及税收等主题，而且也包含了政治经济与公共选择
文献的最新发展。
吉恩·希瑞克斯、加雷思·D.迈尔斯所著的《中级公共经济学》的独特性不仅仅在于它广泛的主题，
而且在于它对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的良好平衡以及理论与相关经验证据的结合。
在介绍了公共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并回顾了竞争性均衡效率后，《中级公共经济学》从历史和理论视
角分析了公共部门，讨论了不完全竞争、不对称信息等各种偏离效率的情形，包括寻租(在其他教材中
一般被忽略的一个主题)在内的政治经济中的各类问题，公平、税收问题(包括逃税及其后果)，不同政
府之间的财政分权与财政竞争，以及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总的跨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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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例如，我们可以通过补贴其他交通工具的方式减少汽车的污染。
这里的分析旨在说明，当完全的效率难以实现时，我们就必须考虑许多新的相关因素，对于如何制定
税率也就不再存在清晰与一般的答案。
最后，我们注意到课税或补贴的效果就是给外部性定价（正的或负的），所以我们可以归纳出，如果
存在外部性的竞争性市场，那么就可以实现效率，我们将在下一节详细讨论这一主题。
换句话说，要实现效率不一定要通过干预，只需要设立一个必要的市场即可。
7.6 许可证庇古税改进福利的原因在于不受规制的市场会产生错误数量的外部性。
课税调整了产生外部性的成本，并且只要设定正确它就能保证产生的外部性是最优的。
一种更简单的方法是直接使用许可证来控制外部性。
通过立法可以规定参与者产生的外部性不得超过他持有的许可证所容许的数量。
这样，只要计算外部性的最优数量，那么许可证就控制了能够被分配的外部性总量。
允许对这些许可证进行交易，就能保证它们最终被那些获得最大收益的参与者使用。
从行政管理上来看，许可证的做法相当值得推荐。
如上一节所言，最优庇古税的计算需要大量的信息。
当经济环境改变时，税率也需要不断地改变。
使用许可证只需要那些与最优外部性总量相关的信息。
根据这一数量发放许可证，并允许许可证交易。
尽管看来有大量强有力的论据支持许可证，但当我们仔细考虑许可证与课税的性质时，前者的优势并
不那么明显。
关于选择课税还是许可证这一基本问题的核心在于信息。
这里要考虑两个方面。
首先，要计算最优税率或决定许可证数量需要哪些信息。
其次，决策时我们实际拥有哪些信息。
例如，当政府设定税率或发放许可证时，政府是否知道真实的成本与收益？
先考虑第一个方面，虽然许可证似乎显得更具有信息优势，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考虑计算庇古税所需要的信息，第7.5 节的模型表明计算税率需要知道消费者的偏好，如果模型包含生
产过程，那么还需要知道企业的生产技术，设计个性化的税率必须要有这些广泛的信息。
但是许可证又如何呢？
许可证最重要的特性在于许可证总量必须等于外部性的最优水平，而决定最优水平恰恰需要与决定税
率相同的信息。
所以，税率与许可证在信息需求上是等同的。
现在考虑在决策时哪些信息是已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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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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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级公共经济学》是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和当代经济学教学参考书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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