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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公共经济学内涵与研究对象

1.1.1 公共经济学的内涵
在现代经济发展中，政府与企业、家庭、世界市场一道，是
经济增长的重要部门。
什么是政府？政府在经济增长中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肩负什
么样的使命？政府必须做什么？政府应该怎样做才能促进经济
增长？这些问题不但是现实生活存在的客观问题，而且是现代
社会经济发展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公共经济学就是从经济学
的角度来研究、解释、分析和规范政府职能和作用的科学，换
句话说，公共经济学就是研究政府经济行为的科学。
公共经济学又称为公共部门经济学，它是专门研究公共部门
的经济行为及运行规律的一门学问。公共部门主要指政府及其
附属物，人们有时又把公共经济学称为政府经济学。



 1.1.1 公共经济学的内涵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也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主体。西方经济学把
所有经济主体分为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两大类。公共部门是指政府
及其附属物，私人部门是指企业和家庭。

 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和家庭，都以各自的方式参与国民经济运行，
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和速度。

 在宏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即关于国民收入决定的理论中，政府、企
业和家庭是三个平等的主体，相互关联而又各有自己的运行规律。

 虽然政府与企业、家庭一起共同参与国民经济，但是其行为方式和
目的却大相径庭。

 企业和居民作为私人部门是以收益最大化为前提和目标的；政府却
不能，它的经济活动一方面不能忽视收益与成本，另一方面又必须
以全社会的公正和公平为前提和目标。市场经济是有生命力的，但
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有效的。市场也有其失败之处，而政府有时可以
弥补市场的不足与失灵。



 1.1.1 公共经济学的内涵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作用主要有三个，即收入再分配功
能、社会资源配置功能和宏观经济稳定功能。

 换而言之，政府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和规律与企业、居民一起
参与和影响国民经济的。

 公共经济学就是经济学中专门研究政府经济行为特殊规律的分
支学科，是论述各级政府部门和公共组织的存在意义和行为、
回答政府必须做什么以及应该怎样做的学问。



 1.1.2 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公共部门，即政府及其附属物。政府
是国民经济中唯一通过政治程序建立的，在特定区域内行使立
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实体。

 公共经济学中对公共部门（政府）的含义分成以下层次加以理
解：

第一个层次是中央政府。

第二个层次是广义政府。

第三个层次被称为统一公共部门。

第四个层次被称为广义公共部门。



 1.1.2 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从政府三大功能出发，研究政府经济行为有三个层次的内涵。

研究政府
经济行为
有三个层
次的内涵

第一个层次是研究财政收支。

第二个层次是研究财政收支对
国民经济的影响。

第三个层次是研究包括财政收
支在内的公共部门经济的合理
性与必要性。



 1.1.2 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公共部门的分类：
 第一，最典型的公共部门是政府部门，包括国家各级立法机关、行
政机关、司法机关和检察机关、暴力机关。

 第二，由国家政权组织委托和授权的，为公众提供科学、文化、医
疗卫生等公共服务的事业单位或组织，包括公立医院、疗养院、养
老院、公立学校、科学研究机构、文化馆、图书馆、美术馆、社区
公益服务组织、社群组织等。

 第三，由政府出资组建、生产社会需求的物质产品、以营利和国有
资产增值为目的、以企业化方式运营的各种国有企业和公司。

 把国有企业划入公共部门，是因为国有企业也是建立在公有产权基
础之上的经济组织，也提供公共物品。

 就企业的经营方式而言，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没有本质区别，在现
代企业制度下，股东和代理人之间都是以委托代理的关系而存在，
只不过股东的性质不一样。



 1.1.3 公共经济学研究的逻辑

 1.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
 物质财富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根基。自私有制和国家产生以来，
物质产品就分为私人产品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

 私人产品又称私人物品，是指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在效用上
具有可分割性的产品。

 所谓竞争性，是指如果某个人消费了某种产品，其他人就不能
再消费该产品。

 所谓排他性，是指排除那些没有付费的人消费该产品的能力。
 所谓效用的可分割性，是指产品可以分割为许多能够买卖的单
位，效用只能对为其付款的人提供。例如，人们穿的衣服、戴
的手表、佩戴的眼镜等商品，都属于私人产品。



 1.1.3 公共经济学研究的逻辑

 1.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
 公共产品又称公共物品，是私人产品的对称，是指具有“消费使
用上的非竞争性”、“受益上的非排他性”和“效用上的不可分割性”
的产品。
 所谓非竞争性，是指一部分人对某一产品的消费不会影响另一些
人对该产品的消费，一些人从这一产品中受益不会影响其他人从这一产
品中受益，受益对象之间不存在利益冲突，边际成本为零，即增加一个
消费者给供给者带来的边际成本为零。边际拥挤成本为零，每个消费者
的消费都不影响其他消费者的消费数量和质量。
 所谓非排他性，是指产品在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利益不能为某个
人或某些人所专有，要将一些人排斥在消费过程之外，不让他们享受这
一产品的利益是不可能的。
 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是指公共产品一旦被提供，便有众多的受益者
共同消费这一产品，要将其中的任何人排除在对该产品的消费之外是不
可能的或无效率的。



 1.1.3 公共经济学研究的逻辑

 2.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

 私人部门是公共部门的对称，是指个人、家庭和私人所拥有的企事业
单位。

 私人部门的共同特点是它们的活动依赖于个人的收入、个人所有的资
产，并且以自身利益为活动的宗旨。

 私人部门的消费和生产活动，都是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
 现代社会中，私人部门占大多数，是构成社会的最主要因素。

 公共部门是私人部门的对称，指被国家授予公共权力，并以社会的公
共利益为组织目标，管理各项社会公共事务，向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法
定服务的政府组织。公共部门主要包括政府、公共企业、非营利性组
织和国际组织等。



 1.1.3 公共经济学研究的逻辑

 3.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区别

 公共部门区别于私人部门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
 公共部门区别于私人部门的另一特征是公共部门提供公共产品。
 公共部门区别于私人部门的第三个典型特征是公共部门拥有公共权
力。

 综上，区别于私人部门在既定条件下的利益最大化，公共部门更注
重在全社会资源约束条件下的公共利益最大化，其决策大多涉及政
治体制问题，一般采用公共决策机制。与私人部门相比较，公共部
门的产权边界不明晰，更多的是公有产权。私人部门强调市场机制，
而公共部门主要采取强制等非市场机制。



1.1.3 公共经济学研究的逻辑

3.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区别



 1.1.4 政府与市场

 自国家产生以来，人类社会就出现了政府。所谓政府，是指由
“公共当局及其通过政治程序设立的机构组成，并在它的疆域内或
管辖地区实施强制的垄断权力”。
 政府是通过政治程序建立的，在特定区域内行使立法权、司法
权和行政权的行为实体。政府除对特定区域内居民负有政治责任之
外，还参与非市场性的社会生产活动和社会财富的分配。
 政府参与的非市场性的社会生产活动是指政府为满足居民的公
共消费需要，通过向社会成员征税和强制转移财富的办法来筹措资
金，不以营利为目的地从事生产和提供诸如国防、治安、教育、卫
生、文化、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政府所从事的社会财富分配是指
为了保证特定区域内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平和公正，维护社会的稳定，
采取税收、补助、转移支付等手段对各社会成员的财富进行重新分
配。



 1.1.4 政府与市场

 与政府相对应的是市场。市场是指买卖双方进行交易的场所，是
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的产物，哪里有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哪里就有
市场。市场起源于古时人类对于固定时段或地点进行交易的场所的称
呼。
 市场具备两种意义：一个意义是交易场所，如商品市场、股票市
场、期货市场等等；另一个意义为交易行为的总称。
 决定市场规模和容量的有三个要素：购买者、购买力、购买欲望。
一般来说，人口多，购买者多，经济发达，购买能力大，购买欲望强，
市场规模和容量就大。
 经济学研究经济人如何做出选择以及这种选择如何影响经济中的
资源配置。理性经济人包括个人和由个人组成的组织，即厂商（企业）
、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和非政府组织（NGO）。一般认为，私人
部门（个人和厂商）的目标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极大化，这与公共部门
有显著的区别。
 公共部门的一般目标是在全社会资源约束条件下的公共利益最大
化——即使公共利益是一个很难被确切界定并有很多争议的概念。



 1.2 公共经济学的发展

 1.2.1 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起点

 经济学是研究一定社会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
活动、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的科学，是探索解决有限资源与无
穷需求之间矛盾的科学。经济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与国家、政
府联系在一起。

 威廉·配第在1662年出版了《赋税论》，明确提出“赋税
是国家机器的娘奶”的命题。配第把国家经费分为六个项目：（
1）军费；（2）官员俸禄和司法费用；（3）宗教事务经费；（
4）大学及其他学校经费；（5）孤儿赡养费和无工作人员的生
活救济费；（6）修路架桥费用和其他公共福利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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