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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政策性住房金融研究》从政策性住房金融的一般原理出发，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定性与定
量相结合、横向与纵向相结合、国外与国内相结合的方法，对政策性住房金融的运行与发展进行相对
系统的研究。在对政策性住房金融的基本构成、内涵、特征及其经济功能进行定位的基础上，从住房
的外部性、准公共产品特征，住房市场的垄断等方面对住房的福利经济特征进行分析。同时，从资金
的筹集、运用和管理三个方面，分析了我国政策性住房金融运行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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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1.1.1效率优先论　　效率优先论的代表人物有新自由主义学派的哈耶克和货币主义学派的领袖
弗里德曼等。该理论认为由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市场就代表着效率而
且应该作为政策选择的优先目标，政府则不应该对社会再分配进行干预，要避免因政府干预而导致收
入的均等化，从而引致社会福利的流失。效率优先论的观点总结来看，就是强调要先有效率才会有公
平，才能够确保社会公平，增加社会福利。这是因为：市场本身就是要公平竞争的，而公平竞争的市
场则首先应该是建立在自由经济的基础上，那么自由竞争和公平竞争的市场则即是有效率的也是公平
的，即人们通过市场的等价交换，不仅体现了平等的原则，而且交换双方都能够获得大于不交换时的
福利。通过交换人们把对他来说效用较小的物品换回效用较大的物品，双方都从交换中增加了福利。
所以哈耶克认为，在经济运行和国民收入分配中应该把市场竞争也就是效率放在首位，不提倡政府对
市场的干预，认为政府干预是强求平等，反而给社会带来福利损失。弗里德曼强调：一个社会把平等
——所谓结果均等——放在自由之上，其结果是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另外，该理论认为效
率本身就意味着公平，因为效率来自于个人的努力程度，按照个人的努力程度分配报酬是最公平的。
　　2.1.1.2公平优先论　　公平优先论与效率优先论恰好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在经济运行和收入分配
的过程中一定要有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因为只有政府的干预才能在最大限度上的确保公平，只有收入
公平才能促进人们工作的热情与积极性，也才能保证工作的效率。例如庇古认为，市场自由竞争形成
的收入差距不仅仅是个人收入不平等的问题，而且有损社会福利，不利于提高效率。因为按照边际效
用递减法则，随着收入数量的增加，收入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这意味着一个人的收入越多，他每增
加一个单位的收入所带来的总效用增加是递减的；而一个人的收入越少，则他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收入
所带来的边际效用则相对较高。所以富人的财富增长使得全社会效用的增长是比较小的，而且会随着
财富的增长而其效用增长的幅度会逐渐减小；但是如果财富的增长是向穷人倾斜的话，则会使全社会
效用增长幅度较大。因此，如果政府采取一定的措施对收入分配进行干预，则可以增加社会的总效用
水平，有利于增进社会福利和提高效率。由此庇古得出收入均等化的政治主张，并认为有公平就有效
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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