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要点

      公共物品是公共经济学中最重要

和最基础的概念之一，对它的理解是

学习公共经济学的首要前提。

Ø 1、公共物品的定义

Ø 2、公共物品的分类

Ø 3、公共物品的外延

Ø 4、公共物品的供给



1、公共物品的定义

     公共物品是由政府提供的用于满足社会公共
需要的产品或劳务。

         或：公共物品是指具有消费或使用上的非竞

争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的物品。 

n 社会公众对公共物品的需求是政府经济职能的源泉。



公共物品的特征：

o 消费的非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
n 是指某些产品投入消费领域，任何人都不能独占专用，

而且要想将其他人排斥在该产品的消费之外，不允许他

享受该产品的利益，是不可能的，所有者如果一定要这

样办，则要付出高昂的费用，因而是不合算的，所以不

能阻止任何人享受这类产品。

n 例如：环境保护中，清除了空气、噪音等污染，为人们

带来了享受新鲜空气和安静环境，如果要排斥这一区域

的某人享受新鲜空气和安静的环境是不可能的，在技术

上讲具有非排他性。 



消费的非竞争性（non-rivalry）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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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义：

    (1)边际成本为零。这里所述的边际成本是指增加一个消费者对供给者

带来的边际成本，例如增加一个电视观众并不会导致发射成本的增加。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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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国防、外交、立法、司法和政府的公安、环保、工商行

政管理以及从事行政管理的各部门所提供的公共产品都是属于这一类，

不会因该时期增加或减少了一些人口享受而变化。此类产品增加消费者

不会减少任何一个消费者的消费量，增加消费者不增加该产品的成本耗

费。它在消费上没有竞争性，属于利益共享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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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共产品的分类

l 纯公共产品

       指的是那种向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提供的

且在消费上不具有竟争性、收益上不具有排

他性的产品。          

         

      举例：国防  交通信号灯



l 亦称为“混合产品”。这类产品通常只具备上述两个特性的一个，而另一个则表

现为不充分。

l 第一类，具有非排他性和不充分的非竞争性的公共产品。

l 例如，教育产品就属于这一类。

l 教育产品是具有非排他性的。因为，对于处于同一教室的学生来说，甲

在接受教育的同时，并不会排斥乙听课。就是说，甲在消费教育产品时

并不排斥乙的消费，也不排斥乙获得利益。

l 但是，教育产品在非竞争性上表现不充分。因为，在一个班级内，随着

学生人数的增加，校方需要的课桌椅也相应增加；随学生人数增加，老

师批改作业和课外辅导的负担加重，成本增加，故增加边际人数的教育

成本并不为零，若学校的在校生超过某一限度，学校还必须进一步增加

班级数和教师编制，成本会进一步增加。因而具有一定程度的消费竞争

性。由于这类产品具有一定程度的消费竞争性，因而称为准公共产品。 

　准公共产品

http://wiki.mbalib.com/wiki/%E6%88%90%E6%9C%AC






4、公共产品的供给

o 公共产品的供给总量：
n 由生产公共产品的边际成本决定，通过成本与
收益的比较，就可以确定公共产品的最优供给
量，即在社会边际成本等于社会边际收益时的
产量为最优的产量。

o 供给方式
n 一般：政府供给

n 特殊：私人供给

o 私人供给的方式：
n 私人的完全供给 

n 私人与政府的联合供给  

n 私人与社区的联合供给



供给的具体制度：

可以由多种可替代的组织形式或途径来提供，以保
障公众福利的最大化。

n 准商业化 

n 内部市场化

n 签约外包

n 服务购买契约

n 投标招标

n 特许经营

n 委托和民营化



o案例分析



案例一：如何理解公共物品的含义

o 案例A：关于阜阳奶粉的评论

o 案例B：公用物品VS公共物品

o 案例C：姗姗到来的《民办教育促进法》

o 案例D：谢氏足球观：“准公共”中超 联赛
必须明晰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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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A：关于阜阳奶粉的评论

o 摘要：2004年，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事件，由于

安徽农民的举报，在国务院领导迅速批示和有关部门大力查处下，

不法商贩和相关责任人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尽在阜阳地区，受劣

质奶粉危害而住院的婴儿就达189名。

o     对于这次事件，某著名政治学者在一份影响甚大的刊物上有

详尽的评论，他认为：“在消费意义上，奶粉是一种私人物品，

但在市场意义上，它也是公共物品。任何公共物品。都可能导致

公共问题。要解决公共问题，就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公共空间，让

各个方面来表达各自的意见和利益，在自由、开放、公平的公共

空间里，消费者、生产厂商和政府官员，都能够多方面了解有关

奶粉的信息，更好地理解奶粉的问题，并采取相应的有利于自身

利益也有利于公共利益的对策。高质量的公共空间，可以说是高

质量的奶粉市场的公共智慧基础。” 

http://www.chinadairy.net/Article_Show.asp?ArticleID=1171


问题：

o 在案例A中，作者提出的“在消费意义上，

奶粉是一种私人物品，但在市场意义上，它

也是公共物品。”对吗？为什么？



分析：

n 从奶粉的商品属性看，它具有严格的消费排他
性和明显的生产竞争性，属于私人产品。对消
费者而言，消费奶粉必须要付费，并且独自享
受和自我承担消费后果，劣质奶粉所引发的后
果也只是被这些奶粉的消费者所承担，其他社
会大众没有受到伤害。

n 因此，把握公共物品的含义应从该物品是否具
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入手，而不应仅仅看该
物品是否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



案例B：公用物品VS公共物品

n 某新闻媒体在对网吧、超市、饭店等公共场所
的卫生状态进行采访后，在一则新闻中写道：
“公共马桶蹲着用，这是因为人们担心卫生安
全。但是，每天与人进行亲密接触的公共物品
还有很多：网吧里的键盘、小饭店的菜单、大
卖场里的手推车和购物蓝……”



问题：案例B中新闻记者的错误在哪里？

n 分析：新闻记者的错误是将许多人使用的公用
物品看作公共物品。因为在每个消费者使用这
些产品或享用这些服务时，它们是严格排他和
竞争的，因此这些物品是典型的私人物品。

o 值得注意的是，公用物品和公共物品的外延有相互
重叠的地方。



案例C：姗姗到来的《民办教育促进法》 

o 2002年12月28日，《民办教育促进法》经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该法明确规定

：民办学校在扣除办学成本、预留发展  以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其他的必需费用后

，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取得合理回报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民

办学校学生享有与公办学校学生同等的社会权利。 

o 此前，该法草案曾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三次审议讨论，都因“在几个重要问题上意见分歧

”，而未能通过。 

o 在民办教育20多年的发展中，能否取得“合理回报”一直是  者、办学者关注的热点，

也可以说是一部分  民办教育事业者的一块“心病”。在过去，我国管理民办教育的法

律依据只有《社会力量办学条例》。该条例第6条规定：社会力量举办教育机构，不得以

营利为目的。第37条规定，教育机构的积累，只能用于增加教育投入和改善办学条件，

不得用于分配，不得用于校外  。显然，这样的规定难以调动社会资金向教育投放的积

极性。 

o 从1980年代起，我国的民办教育日渐兴旺。统计数字表明，截至2000年，我国民办教育

机构有6万多所，在校学生1000多万人。

http://www.jcrb.com/zyw/n50/ca3615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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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案例C中，教育是否是公共物品，
或者是准公共物品？

n 分析：基础教育相对于高等教育，公平效应和提高
国民素质的作用更为重要，因此基础教育应当被称
为纯公共产品，而高中以上的教育可以被称作准公
共产品。

n 基础教育是纯公共产品的理由：

n 受益的一般性——非竞争性

n 排斥无必要——非排他性

n 注意：对于教育等多种社会产品，其是否是公共产
品、准公共产品或私人物品，受到一国社会制度、
经济发展水平、政府  导向和文化传统、社会舆论
等多方面条件的影响。







　     生产私人产品，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生产公共产品，

是追求全民利益最大化。我们不能用绝对的方式将它们对立起

来、分割起来；但我们也不能不分主次，本末倒置。我国体育

的奥运战略“以奥运会为最高层次”，在奥运舞台上为国争光

是一切炎黄子孙的共同心愿。足球改革在向这个大目标进军过

程中，虽然口头还是在喊着，但实际上很多人却揣着腋下“私

”来。他们在不动声色地、铁定地按经济规律办事，完全蜕变

为“经济人”，竞相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背离了国家

和人民的重托，辜负了球迷的希望。这是将足球按照生产私人

产品的方式来运作，所造成的必然的恶果。这也是足球改革以

来在实践中发生的最大的偏差，或者叫最大的失误。



　说到底，用生产私人产品的运行机制搞社会公共产品的足球，足

球就会变成一个打着社会公益事业旗号的吞噬金钱的怪物，就

会变成一次又一次欺骗球迷感情的骗局，就会变成一个令人费

解的不可思议怪胎。这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哪一个人的问题，也

不能仅仅归结于足协或  人的问题，这是机制决定的。我们必

须深刻反思：足球改革是否在推进过程中，偏离了预定的方向，

违背了设计者的初衷，误入了扑朔迷离的怪圈？在大文化范畴

里，体育有产业，教育有产业，文化有产业……但体育、教育、

文化等凡属于提供社会公共产品的产业部类，凡属于上层建筑

领域的东西，都不可能实行“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产业化。

在社会公共事业进入市场，按照市场规律配置资源的时候，应

该坚持其区别于私人产品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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