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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主題



資訊不透明如何影響市場競爭結果



市場成員可以怎麼做來降低資訊不透明造成的問題



民主投票為何不一定反映整個社會的偏好



為什麼人們並非總是行為理性極大化自身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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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經濟學家總是在尋找新的研究領域、解釋新的現象





資訊不透明 資訊落差如何影響決策 理解人類行為和社會的研究主題#1



政治經濟學 用經濟學的工具來研究政府如何運作 2



「行為」經濟學 用心理學的洞見來研究經濟議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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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不透明

 資訊落差



不同人能取得跟互動相關的資訊有落差

行動不透明



當事人對自己的行動比別人更清楚

特質不透明



當事人對自己所賣的產品特質比別人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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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不透明

 道德風險: 人們未受監督時傾向採取不誠實或別人不樂見的行為





在代理人為當事人做事情時

 當事–代理人問題: 當事人無法完全監督代理人行為





以致代理人傾向投入過少努力、程度不符當事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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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一：下列情況可能會有哪些道德風險



雇傭關係

(保全險屋主

(雇用保母



員工如果沒有被監督，在上班時間可能會流連社群媒體



房屋已經保全險自己就不見得需要小心



(父母不在保母花時間在簡訊而非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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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如何反應

 加強監督



裝設隱藏式攝影機、提高偵測不適當行為的機會

 提高薪資待遇 給予「效率工資」、提高亂搞被抓到的懲罰



 延遲支付薪資



延遲支付薪資也會提高被抓到的懲罰

 政府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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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質不透明

 反淘汰



出現不知情的一方所不希望、資訊不透明的一些特質



賣家比買家更了解商品特質


買家因此可能買到低品質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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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二：檸檬車問題



解釋為何二手車市場上會有反淘汰的問題



賣家比買家清楚二手車品質



檸檬車的車主更願意把車子拿出來賣



優質車的車主更不願意賣、買家也不願意去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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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三：商業健保



解釋為何商業健康保險市場上會有反淘汰問題



買家比賣家更了解自身健康



健康有問題者更想購買健保



 保費高/健康者不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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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爭市場價格反映買賣方不透明特質

 買方價值>價格

 賣方成本<價格







你覺得市場形成是"天擇"還是"智慧設計"?

市場本身就是為了
解決資訊不透明存在

設計好機制資訊
不透明就不是問題

彷彿市場

擁有所有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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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環傳遞訊息

 光環



有資訊的一方採取行動傳遞訊息、取得足以讓另一方採信的「光環」

 「光環」要有效果，對應的行動必須:

 成本很高、不是每個人都願意去做



擁有高品質產品時，成本比較低/好處比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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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選訊息

 篩選



無資訊的一方採取行動誘使另一方揭露訊息

 有些篩選行動只是常識

 另一些篩選比較隱晦



提供兩種產品選項誘使消費者揭露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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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可否處理?

 分配不效率

 原理#7

 用公共政策來解決的困難點



私有市場有時可以自行解決：光環或篩選



政府通常不比各方知道更多資訊

 政府也有自身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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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學習



下列情況是道德風險或反淘汰?

 (它如何被降低?

保險公司提供「高自付額、低保費」和「低自付額、高保費」兩種保單。)

(B. 房客繳交押金給房東。



下列情
況是道德風險或反淘汰 這個問題如何被降低 保險公

司提供「高自付額、低保費」和「低自付額、高保費」
兩種保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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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學習 保險公司提供兩種保單

高自付額、低保費 vs. 低自付額、高保費

 反淘汰: 高保費讓優良駕駛卻步、買保險的都是危險駕駛








保險公司使用篩選讓優良駕駛選擇「高自付額、低保費」保單、危險駕駛選擇「低自付額、高保費」保單



下
列情況是道德風險或反淘汰 這個問題如何被降低 房
客繳交押金給房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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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學習 B: 房客繳交押金給房東

 道德風險: 房東(當事人)不知道房客(代理人)會如何對待租賃的房屋





房客如果不用承擔損失，比較會不小心



押金讓房客比較善待房屋


(否則拿不
回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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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經濟學

 (政府的角色)

 (改善市

場不效率或不公平的結果)

 (政治經濟學)



(用經濟學的分析工具來研究政府)

Frontiers of Microeconomics

康多賽投票悖論

 (投票二選一)

 (簡單多數決)

 (投票多選一)


(康多賽說：「民主可能會出問題。」)

 (康多賽投票悖論)



(簡單多數決無法讓全社會的偏好符合遞移律)

 (A>B, B>C, 則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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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多賽投票悖論

選民種類

比例

第一志願

第二志願

第三志願





 Achong, Wayne和33要選呆北市長

 有三種選民，偏好如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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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多賽投票悖論

 兩兩投票


打敗33

 最終 獲勝

 順序改一下



打敗Achong



打敗33


最終 獲勝



然後 打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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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多賽投票悖論的啟示

 民主制度所產生的全社會的偏好不見得符合遞移律

投票順序會影響最後結果



設定投票議程在民主選舉影響甚鉅

簡單多數決無法告訴我們一個社會真正想要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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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羅不可能定理

 波達計數法



最後一名 分、倒數第二名 分、依此類推



 最多分的候選人贏：把部分偏好列入考慮

 肯尼‧阿羅

 理想的投票制度長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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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羅不可能定理

 阿羅 好的投票制度有下列性質

全體一致 如果所有人都偏好 多於 ，投票結果 應該打敗 遞移律 打敗 、 打敗 ，則 會打敗

獨立於無關選項 加入 移除第三選項不該改變 和 的投票結果

沒有獨裁者 投票結果不能總是取

決於某個特定人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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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羅不可能定理



肯尼‧阿羅用數學證明得出沒有

任何投票制度可以同時符合上述四個性質

 阿羅不可能定理



數學上可以證明，在某些假設條件下，沒有一個投票制度可以加總所有人的個別偏好



形成一個「合理」的全社會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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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位數選民才是王道!!中間選民不是!!

 中位數選民定理

 數學上可以證明

 在線段上選擇政策時



如果每位選民希望政府執行的政策離心目中的理想政策愈近愈好



簡單多數決會選出中位數選民最偏好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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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位數選

民所偏好的五百億預算總是能在兩兩投票中勝出





如果兩個選項是四百億和七百億



中位數選

民所偏好的四百億會打敗更多人喜歡的七百億

例5:中位數選民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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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位數選民才是王道!!中間選民不是!!

 政策意涵

在兩黨對決或只有兩位候選人的選舉中，雙方陣營都會朝中位數選民偏好的方向

去修正自身立場

但也因此少數

人的意見會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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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人物也是的人



政治人物跟廠商和消費者一樣，都會將本逐利



有些政治人物為求勝選，寧可犧牲國家的利益

 另外一些政治人物則為貪婪所驅使

 政策意涵 制定政府財經政策的並非哲學家皇帝，而是真實的人

他們也會將本逐利

因此經濟

學教科書上理想的財經政策不見得會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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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學習2



圖上顯示 位選民對新圖書館的偏好

中位數選民偏好的預算是多少

如果 萬對決 萬誰會贏

圖上顯示
位選民對新圖書館的偏好

中位數選民偏
好的預算是多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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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學習2

 位選民偏好排序









圖上顯示
位選民對新圖書館的偏好

如果 萬對決 萬誰會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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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 萬的人最多，但中位數選民定理





 票投 萬





 輸給

拿到 票的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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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家答客問: 關於"行為"經濟學



心理學對個別決策的洞見，包括有限理性、低自制力或對公平的偏好，能預測一些重要的市場結果，彌補理性
經濟模型的不足

 你同意嗎

 經濟學家會

同意嗎
Source: IGM Economic Experts Panel, October 19, 2017



你同意嗎

心理學對個別

決策的洞見，包括有限理性、低自制力或對公平的偏好，
能預測一些重要的市場結果，彌補理性經濟模型的不
足

ⓘ

經濟學
家會同意嗎

心理學對個別

決策的洞見，包括有限理性、低自制力或對公平的偏好，
能預測一些重要的市場結果，彌補理性經濟模型的不
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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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家答客問: 關於"行為"經濟學



心理學對個別決策的洞見，包括有限理性、低自制力或對公平的偏好，能預測一些重要的市場結果，彌補理性
經濟模型的不足

Source: IGM Economic Experts Panel, October 19,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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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與心理學

 又稱 行為經濟學



把心理學的洞見引入經濟學的次領域



 但 非行為經濟學 是甚麼碗糕

 行為經濟學 的洞見

人們不總是理性的

人們在乎公平正義

人們的選擇會前後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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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不總是理性的



許多人類行為研究發現人們會犯系統性的錯誤

 人們會過度自信



人們會過度看中少數印象鮮明的特例

 人們不容易改變想法



確認偏誤 人們傾向朝證實自身想法的方向

來解讀新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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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在乎公平正義





人們的選擇受到心目中公平正義的影響，有時會大過自身利益的影響



 例 最後通牒談判實驗



兩個不認識的人一起決定如何分享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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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6: 最後通牒談判實驗



提議者決定要把 元分多少給回應者

 回應者要二選一

 接受提議 按照提議分配 元

 拒絕提議 兩人都拿到 元




如果你是提議者，你會怎麼提議 如果你是回應者，你會接受哪些提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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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論預測 當人是理性的



提議者提議給對方 元、自己留下 元，反正 所以回應者會接受





在實驗室和現場實驗的結果 這種非常不公平的提議通常都會被回應者所拒絕，因此多半

 會提議給 元



仍不公平但勉強可以接受

例6: 最後通牒
談判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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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的選擇會前後不一致

 人們偏好立即回報

 即使等待回報更大



 結果 人們計畫要做困難的事卻做不到



要會用各種事前承諾的方式來做到



像是在薪資入帳前直接扣除要存的退休金，所以員工根本沒看到那筆要存的錢

像是存不夠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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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題: 在獨裁分配賽局...

跟最後通牒

談判實驗很像，但回應者不能拒絕、只能感恩接受。最後通牒談判實驗的提議者通常給對方 元

但是在獨裁分配賽局的提議者會怎麼選

如果提議者可以搶對方的錢呢



最後通牒談判實驗的提議者通常給對方
元，但是在獨裁分配賽局的提議者會怎麼

選

ⓘ

如果
提議者可以搶對方的錢、至多搶走 元，你會怎麼選

ⓘ



如果提議
者可以搶對方的錢、至多搶走 元，你覺得實驗中的真
人提議者會怎麼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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