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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本书以广阔的视野以及简练而不失活泼的文风，配合以丰富和生动的案例，系统而精细地阐明了公共
经济学的基本内容、原理、方法、要点、重点、难点和相应的公共政策问题。
全书以4篇16章的架构形成了完整严密、条理分明的公共经济学框架体系。
主要内容包括公共经济学基础、国家与政府的经济理论、公共财政理论和经济政策与管制。

本书适合作为高等院校经济学专业、财政学专业和公共管理类专业本科生学习的教材，也非常适合作
为相关专业的高校教师、研究生和研究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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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雍君：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财经大学政府预算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财政学会理事、北京财经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北京市党外高级知识分子联谊会理事，2004年入选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主要从事公共财政管理与公司财务管理问题研究，为国内多家著名高校MBA学员主讲《公司财务管理
》、《管理经济学》等核心课程。
发表大量学术论文，出版多部学术著作。
《财务精细化与公司管理控制》系国内首部财务精细化管理重要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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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在市场经济（注意不是计划经济）中，私人部门做出大部分与资源配置相关的决策。
这些在分散（分权）的基础上做出的旨在追求自身利益极大化的决策，构成了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主
体和基石。
然而，市场经济并不排斥公共部门，相反，一个有力且有效的公共部门正是市场经济良好运转的先决
条件。
现代市场经济是私人部门（个体、家庭与厂商）和公共部门相互作用的混合经济（mixed economy）。
其中，私人部门在市场力量（亚当·斯密称之为“看不见的手”）引导下做出大部分决策，提供诸如
面包、椅子、理发、电影以及其他能够满足人类需求的私人物品（pri-vate goods）；公共部门则基于
公共利益极大化原则，通过非市场的政治程序制定和实施旨在支持（support）而非替代（substitute）
市场机能的决策，向纳税人或公民提供国防、法律、基础教育、社会安全网、公立公园等公共物品
（public goods）。
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相对规模因国家而异，但现代社会中几乎所有国家的经济模式，都是由私人部
门和公共部门的相互作用形成的混合经济模式，即便在那些有着高度发达的私人部门和市场经济的国
家（如美国）也是如此。
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的经济决策和相互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中资源配置的格局和结果。
在不同的国家，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有时称为民间部门）在经济中的相对份额颇不相同，并且是变
化的。
有趣的是，在工业化国家中，一个多世纪以来，国民经济已发展得具有更多的公共经济的成分，许多
发展中国家大约半个世纪以前也出现了这一趋势，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了相反的趋势，特别是在
原先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中。
在面向市场化方向的改革中，所有这些国家的经济体系已经增加了不少民营经济的成分，而公共经济
的成分大大下降了。
这样，原先那种清一色的公共经济体系就为某种新生的混合经济体系所取代。
总的来说，在这个价值观念日益变化的时代，过多的公共经济成分已经普遍变得不那么受欢迎了，人
们似乎更加信赖民间经济的特有活力。
人类社会面临的基本经济问题就是资源配置问题，也就是如何有效率地利用稀缺资源来满足人类的需
求与欲望。
人类居住的地球在长达40多亿年的演化进程中，创造了人类发展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需要的几乎
一切有用的资源。
经济学的资源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不仅包括自然资源，也包括人类劳动和智慧所创造的物质资本（机
器和设备等）、人力资本（人才）和知识资本（如专利和商业秘密）。
此外，时间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稀缺资源。
从经济学的观点看，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资源本身，而在于如何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利用这些稀缺资源。
因此，虽然经济学也关注其他问题（如平等与贫困），但毫无疑问，经济效率（economic efficiency）
是经济学关注的首要问题。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也可以被理解为一门研究稀缺资源配置问题的科学。
从亚当·斯密于200年前出版划时代的巨著《国富论》（Adam Smifh，1776）以来，经济学研究取得了
长足的进展，研究范围已经拓展到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但资源配置和经济效率问题在经济学研究中
的主导地位从来没有发生过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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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公共经济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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