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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包括：我国农村公益事业发展的历史回顾；后税费时代农村公益事业发展的框架设计；后税
费时代农村公益事业发展的过渡途径：基于组织竞争主导型农村基层组织运行的视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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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这里，庇古从农业有利于培养出优秀的士兵而无法获取这一外部收益的角度，阐述了对农业给
予补贴和保护政策的必要性，这实在是和今天的农业补贴理论大相径庭。但无论如何，它们都表明了
一点，即农业是一个弱质产业，农业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是事关粮食和安全问题的重大公共产品，因此
应该从各个方面予以指导和帮助，这对于当今我国农村公益事业发展的途径探索具有借鉴意义。另外
，对于生产和销售酒类这些具有负外部效应的企业而言，庇古主张对他们征收一笔特别的税，来矫正
其外部效应，使私人净边际产品和社会净边际产品达到一致。对于事关全体居民健康福祉的公益事业
，庇古主张必须有一个权力较大的管理机构，运用某些官方的控制手段，由它干预和处理有关环境美
化、空气和阳光这样的共同问题，就像处理煤气、自来水等共同问题那样。　　庇古论述经济外部性
和政府干预的理由时引用了西奇威克有关灯塔的例子，而这个例子又被保罗·萨缪尔森所继承和沿用
。在他的《经济学》-书中关于“政府的经济作用”这一节，萨缪尔森写到：生产公共物品能够给社会
带来大大小小的福利，但是这些经济活动却不能由私人企业去恰如其分地进行，原因在于这些物品的
好处在居民中间分散得太广，以致于没有一个企业具有提供它们的积极性。这些公共物品的重要例子
有：维护国防及国内的法制与秩序、修建公路、支持纯科学和公众健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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