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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名稱  公共政策政專題（第一部分） 

考試時間：180 分鐘;考試方式：open book 

一、根據公共選擇理論，市場機制與政府介入兩者是既競爭又相輔相成

的政策手段，但兩者也都有先天的缺陷。1) 請從直接民主、代議制

政府、官僚供給，以及分權的體系等四個面向說明政府介入的缺

陷；2) 請說明您覺得除了市場機制，有甚麼方法可能可以矯正這些

缺陷?  

二、各種政策制訂模式中，包含理性模式、漸進模式、新制度主義模

式，以及策略規劃模式，請說明以上各種模式的意義與主要的主

張，並針對您最認同的模式說明其特性與優點。 

  
  科目名稱 公共政策專題（第二部分） 

考試時間： 180   分鐘; 考試方式： close book 

1. 社會福祉（social welfare）應如何界定？有何界定標準或選擇之哲學基

礎？各有何優缺點？又應如何測量社會之福祉？現存社會福祉的相關

指標有何問題？最後，一項公共政策在效率之外，尚應重視哪些實質

之社會價值（substantive values）？請分別詳述之。(15%) 
2. 何謂「共同財產資源」（common-property resources, CPR），其與公共財

之間有何差別？CPR又會造成何種效率損失？有何方法或政策工具可解

決或矯正    CPR問題？(10%) 
3. 何謂「自然獨占」？其造成何種效率損失？自然獨占產業應如何合理

定價？政府可使用哪些方法或政策工具來解決或矯正自然獨占問題？

何謂自然獨占中的「尋租」（rent-seeking）現象？又何謂「X-inefficienc
y」，其造成何種問題（可在自然獨占狀況下討論即可） ？ (15%) 

4. 請問環境污染是屬於那一種政策問題？請從「效率」與「公平」的面

向來分析政府對環境污染問題進行干預及矯正的理由。而政府又可透

過那些政策工具來防治環境污染，並請評估不同工具或策略的優、缺

點。（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