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濟政策分析/公共議題分析              Spring 2018 
公共經濟政策的良莠實攸關國家的發展至鉅。本課程將以經濟理論與分析工具為

基礎，應用於各項政府政策評估與分析，提供學生充分的知識瞭解結政策的取捨

關係（即政策的代價），與判斷什麼是好政策？什麼是壞的政策？討論當代發生

在我們周遭的重要議題與相關政策包括：如飛航安全、藥物檢驗、娼妓、毒品、

醫療保險、水資源、環保、治安、教育、勞工、自由貿易、最低工資、移民、老

人年金等，利用經濟學的分析工具，從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角度，對這些議題提出

分析與看法。對於 2008 年的金融風暴始末與原因與反對全球化浪潮，亦加以探

討剖析。公共政策更需要理性的思辨，尤其是正義的價值觀，民主才能提升。市

場機制已與道德脫鉤，沒有錢買不到的東西，從健康醫療、教育、法律、政治到

人際關係，這些事物都被「商品化」。當市場機制已與道德脫鉤，我們需要先想

清楚市場的道德極限在哪裡？有什麼東西是不應該用錢來買的而應該受到非市

場價值的規範。我們必須選擇，如何劃定正義的防線，以守護我們都渴求實現的

良善社會與美好生活。本課程也將對當今自由經濟主義做更深層次的探討。 
 
參考書目： 
1. 公共議題經濟學，徐仁輝、袁孝平譯 （Roger LeRoy Miller、Daniel K. Benjamin、

Douglass C. North 原著），智勝文化，2010。 
2. 正義：一場思辨之旅（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邁可．桑德

爾（Michael J. Sandel）原著，雅言文化，2011。 
3. 錢買不到的東西(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邁可．

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原著，先覺出版社，2012。 
 
公共議題經濟學大綱： 

第一篇 經濟分析的基礎 
第一章 官僚造成的冤魂＊ 
第二章 酒精狂熱症 
第三章 在安全的天空下飛行? 
第四章 財富的秘密 

第二篇 供給和需求 
第五章 性、酒和毒品＊ 
第六章 腎臟出售＊ 
第七章 高價位時其實是低價格 
第八章 我們真的缺水嗎? 
第九章 高稅率的誘因(反誘因) 
第十章 破產的房東們：從東岸到西岸 

第三篇 勞動市場 



第十一章 女性報酬較少嗎? 為什麼? 
第十二章 最低薪資效應 
第十三章 移民‧超級明星和貧民＊ 
第十四章 工作再見 

第四篇 市場結構 
第十五章 大型油公司造成的高油價嗎? 
第十六章 契約、合併和密謀 
第十七章 咖啡、茶或免學費? 
第十八章 大學成本 
第十九章 屏除競爭＊ 

第五篇 政治經濟 
第二十章 房貸風暴 
第二十一章 橋梁倒塌的政治經濟學 
第二十二章 銀行經理帶著你的錢到拉斯維加斯? 
第二十三章 生產少一點玉米就多一些災害 

第六篇 財產權與環境 
第二十四章 罪與罰＊ 
第二十五章 美國的老化 
第二十六張 收垃圾的來囉！＊ 
地二十七章 再見！野牛＊ 
第二十八章 煙霧商人＊ 

第七篇 全球化與經濟繁榮 
第二十九章 溫室經濟＊ 
第三十章 全球化與美國的財富＊ 
第三十一章 15 萬美元的鋼鐵工人 
第三十二章 獅子、巨龍與未來 

 
 
＊正義：一場思辨之旅大綱: 
要把理性帶進公領域，公民必須把自己的正義觀說出道理，不能只是「我說我對

就是我對」。有了理性思辨，民主對話才能向上提升，不會一直停留在互嗆叫陣

的層次。 
 
第一章 福祉、自由、美德 ： 三個出發點＊ 
怎麼做才符合正義？哄抬物價、紫心勳章、華爾街紓困案，這些都是引發辯論的

真實案例。在案例與原則之間，如何來來回回再思考，「電車問題」即一例。 
 
第二章 最多數人的最大幸福 ：功利主義＊ 



 邊沁思想體系好像少了點人性，其邏輯在今天的政府、企業決策卻俯拾皆是。

彌爾試圖加以挽救，大力標榜自由，並為快樂區分高低級。 
 
第三章 我身我命歸我有：自由至上主義＊ 
 經濟學界有海耶克、傅利曼，哲學界有諾齊克。支持小政府，主張人民有權選

擇安樂死和器官買賣，反對有錢人多繳稅，反對強制騎機車戴安全帽。 
 
第四章 募兵制與代理孕母：市場的角色＊ 
 民意不支持徵兵，認為違反自由，盧梭卻看法相反，主張募兵才腐蝕自由。在

「世界是平的」時代，懷孕就像服務業，也外包到印度了。 
 
第五章 人權是普世價值：康德的自由主義＊ 
 挑選冰淇淋口味不算真自由。人是目的，不可被當作手段，所以自殺與殺人同

樣不道德，一夜情是互相侮辱。柯林頓偷腥雖然不對，有一點卻符合道德。 
 
第六章 為底層爭平等：羅爾斯的自由主義＊ 
  不必均貧富，但是輸贏差異應該要以有利於社會底層為前提。贏家只能有「合

法期望」，不能主張「道義應得」，因為天賦、努力、生逢其時都有運氣成份。 
 
第七章 特定族群的大學門檻：優惠待遇 
 如果說，進榜資格與「道義應得」無關，大學何不乾脆把新生名額拿來競拍，

爸媽多捐錢小孩就能進大學？爭議正顯示，正義問題有時很難不牽涉到美德。 
 
第八章 適才適性適本質：亞里士多德＊ 
 長笛吹最好的人應該拿到最好的長笛，因為長笛之目的就是吹奏好音樂。語言

能力的目的就是道德審議，所以人必須成為公民，才能邁向良善。 
 
第九章 有歸屬就有責任：社群主義 
  如果自由主義是對的，人具有自由獨立之自我，日本、德國的戰後世代就不必

為二戰罪行道歉了。 
 
第十章 從美德到共善：重建公民意識 
 只說尊重他人選擇，不對道德爭議表態，就不足以構成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理由。

只說幫助弱勢，不談公共領域空洞化，亦難以說服有錢人多繳一點稅。 
 

＊錢買不到的東西大綱: 
金錢交易的市場機制，已經滲透到日常生活的各面向，大舉侵入了原本非屬市場

的領域。從健康醫療、教育、法律、政治到人際關係，一旦事物變成了「商品」，



就會失去某個很重要的「什麼」。當什麼東西都可以用錢去買時，會給社會帶來

更大的不平等與腐化。過去我們不曾關注過這個問題，但也許這個「什麼」，正

是建構一個美好社會所不可或缺的。我們應該自問：世上有什麼東西是無論如何

都不該用錢去買的？我們也必須決定，應該以什麼樣的價值來管理社會及公民生

活的各領域。當今的市場機制已與道德脫鉤，而我們需要將兩者重新連結起來—

面對金錢的蔓延，我們需要先想清楚市場的道德極限何在？有什麼東西是不應該

用錢來買的而應該受到非市場價值的規範。我們必須選擇，如何劃定正義的防線，

以守護我們都渴求實現的良善社會與美好生活！ 
前言 市場與道德 

 
第一章 插隊 
「先到者先享受服務」的倫理，正逐漸被「付費者享受服務」的倫理所取代。在

機場、主題樂園、高速公路和醫院，我們看到金錢及市場的勢力，愈來愈深入過

去原本由非市場機制所規範的生活各層面。 
 

第二章 獎勵 
發放現金鼓勵女人絕育、學生唸書，出售汙染或射殺黑犀牛的權利……當我們開

始買賣那些根本不應該拿來出售的事物，將可能造成腐化，也就是降低層次，以

較低、而非適當的衡量模式來看待這些事物。 
 

第三章 市場如何排擠掉道德 
雖然你買不到友誼和學問，卻可以花錢雇人代為道歉或表達愛意，也可以透過鉅

額捐款獲得大學入學許可。有經濟學家主張，將事物當成商品進行買賣，並不會

改變它的特性，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單純。 
 
第四章 生與死的市場 
人壽保險包含兩件事：為了提供遺屬保障而分攤風險，以及冷酷的賭博。這兩件

事向來以彆扭的組合共存著。若是少了道德規範和法律的約束，賭博的那一面就

有可能蓋過社會用途。 
 
第五章 命名權 
把企業商標烙印在事物上，改變了這些事物的意義。將愈來愈多的東西都市場化，

意味著富人與一般人將隔離開來生活。這對民主而言並不是好事，更不會是一種

令人滿意的生活方式。 
 
評分 
平時表現（20%）; 課堂報告（30%）; 期末報告（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