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案 

課題 拍賣污染的准許證 

教學目標  闡明以市場機制的方法分配污染的權利能推動污染者用

最低成本的方法去減低污染。 
 闡明以市場機制的方法分配污染的權利是最有效的方法

去決定誰能污染和誰要減低污染。 
主要名詞 
   及 
概念之闡明 

 污染准許證 
 拍賣 

所需時間 兩節課 (共 65 分鐘) 

 
活動項目 細節內容 所需時間 

活動及宣佈 
1. 老師：有很多工廠在生產的過程中都會產生污染，政

府為了改善環境，通常會立法控制污染的數量。政府

如何分配污染的權利？工廠又如何面對這些限制？  

2. 老師﹕今天，你們會扮演工廠老闆，試看看你們如何

面對政府的污染限制的政策。你們全班會分為十組，

每一組代表一間電子工廠。起初，每一間工廠被賦予

權利每年生產五百萬瓦特，每一百萬瓦特的市場價格

是 $1,000,000。留意，每生產一百萬瓦特，便會排出

100 噸的 SO2，因此，要每一年生產五百萬瓦特，便

會排出 500 噸的 SO2；總合十間工廠，每一年便會排

出 5000 噸 SO2。現在，政府想要大幅地減低排出的污

染物六成，即只能夠容許工廠排出 3000 噸 SO2；換言

之，這十間工廠每年總共只能夠生產 3 千萬瓦特。 

3. 老師﹕政府現在發出 30 個准許證，每間工廠若要生產

一百萬瓦特，便要持有一個准許證。首先，每間工廠

會獲政府發給兩個免費的准許證，之後便會餘下 10 個

准許證。政府會以拍賣的方式去分配這 10 個准許證，

所有工廠皆可競投。 

4. 老師﹕其實，即使工廠沒有准許證，只要他們安裝污

染減低設施以減低排出 SO2，他們也以生產電子。 

5. 老師﹕再者，以往政府禁止工廠轉讓准許證，現在政

府放寬限制，准許工廠轉讓准許證。因此，工廠若要

生產更多的電子，他們便要買多一些准許證。 

6. 老師﹕現在我會隨機地分派你們每組一間工廠的資

料，這些資料包括你們工廠生產電子的邊際成本、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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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利潤和安裝污染減低設施的邊際成本。([表一]顯示

工廠的資料，總共有五套資料，每兩間工廠可分發一

套資料。) 

7. 老師﹕你們有五分鐘時間去閱讀有關資料，並決定取

得兩個准許證後如何決定生產。之後，你們會參與由

政府 (即是我) 主持的拍賣會，若你們認為值得生產更

多電子，可以競投多一個准許證。在正式的拍賣會以

後，你們工廠之間可以互相買賣准許證。你們可以去

計算營運工廠的成本和利潤。 

8. 給予學生五分鐘時間，讓他們閱讀工廠的資料。讓學

生計算邊際成本及邊際收益 (MC-MR) 能令他們明白

如何賺取最高的利潤。首兩條 MC-MR 就是在兩個免

費准許證下生產的電子的邊際利潤。因此，這兩個准

許證對於工廠的價值至少等於他們相關的 MC-MR。
為了決定工廠應該用多少錢去競投第三個准許證，工

廠要先比較 MC-MR 和安裝污染減低設施的邊際成

本。假如安裝污染減低設施的邊際成本比較低，工廠

可以視它為競投第三個准許證的最高價值 (最高競投

價格)；假如 MC-MR 是較高，工廠可以視它為競投第

三個准許證的最高價值 (最高競投價格)。 

有些工廠可能想在官方拍賣中競投多於一個准許證，

但也有些工廠 (如工廠 D1 和工廠 D2)可能認為轉售他

們手上的免費准許證會較他們自己生產首二百萬瓦特

電更為有利，所以他們可能在私人市場中轉售他們的

准許證。而准許證的最低價應該等於生產首二百萬瓦

特電的邊際利潤。 

9. 老師﹕我將會派給你們一張工作紙用作紀錄你們工廠

的利潤。你們要在拍賣中在工作紙上作紀錄，到遊戲

的最後，你們便會知道你們的工廠賺得的總利潤。 

10.老師﹕現在，我開始主持官方的拍賣會，我會逐一拍

賣准許證。每個准許證的底價是五百萬元，你們每舉

一次手，價格便會升多一百萬。每一間工廠請派出一

位代表來舉手競投。整個拍賣會最多只會維持十五分

鐘，即使未能拍賣所以准許證，拍賣會也會完結 (老
師應將 [表二] 張貼在黑板上，並在其上紀錄成功的交

易)。 

11. (拍賣會結束後) 老師﹕你們可以自由地在你們中間

轉售或購買准許證。我會派給你們一些 A4 的空白紙和

雙頭筆。假如你們想轉售你們的准許證，請你們將你

們的售價寫在空白紙上，然後舉起來，使其他工廠可

以看見，買家可以隨意走到賣家處討價還價。如果你

們的交易成功，買家應該走出來告訴我你們工廠的名

稱、賣家的名稱和交易價格，使我可以將這些資料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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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在 [表三] 上。現在，你們最多有 10 分鐘時間去在

你們中間買和賣准許證。 

12. (十分鐘後) 老師﹕在討論開始以先，讓我們先一同完

成計算總利潤的工作，看看哪一間工廠賺得最高利潤。

13.討論﹕ 

13.1 哪間工廠有在官方的拍賣會中競投准許證呢？你

們為什麼如此作呢？ 

13.2 哪間工廠有向其他工廠買入他們的准許證呢？你

們為什麼如此作呢？ 

13.3 哪間工廠有向其他工廠售賣你們的准許證呢？你

們為什麼如此作呢？ 

13.4 有沒有工廠結束營業呢？如果有，為什麼呢？(如
果工廠認為出售他們所有的准許證會較他們自己生產

能賺取更多利潤的話，他們會選擇結束工廠；工廠 D1
和工廠 D2 會是最有可能選手這方法。) 

13.5 假如政府不用市場自動調節機制的方法去減少百

分之四十的污染，而是給予每間工廠三個准許證、卻

不准他們在私人市場轉售這些准許證，結果會有何不

同呢？從社會效益的角度看，哪一個方法較可取？(市
場自動調節機制對於工廠和社會皆較有利，因為它能

有效地分配准許證。在市場自動調節機制下，那些能

用較低成本生產的工廠，即那些較有效率地生產的工

廠，可以生產更多。) 

13.6 你們認為這個以市場自動調節機制為本的控制污

染的方法能給予工廠們動力去發展較低成本的污染減

低設施嗎？「指令和控制」的辦法可帶來同樣的果效

嗎？ (只有利用市場自動調節機制的控制污染的方法

能引起工廠們的動機。) 

13.7 舉出一些事例能引來以下情況發生﹕ 

a. 降低准許證的價格。(舉如﹕科技的改進能減低

污染的排放)； 

b. 提高准許證的價格。(舉如﹕人們對於工廠的產

品的需求上升，或新的生產商加入市場，例如﹕

私人的環保團體想買入所有准許證以減低總污

染量。) 
 

 
 
 
5 分鐘 
 
 
20 分鐘 
 

老師的角色  教學活動的推動者 
 拍賣官 

 

所需工具  要影印足夠 [表一] 之數量 (每間工廠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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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影印足夠 [工作紙] 之數量 (每間工廠一張) 
 要影印及放大 [表二] 及 [表三] 以張貼在黑板上作

紀錄 
 準備足夠的 A4 空白紙 (至少每組兩張) 
 足夠的雙頭筆(老師及每組學生給予一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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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給予老師的資料 
 
表一  公司資料 
表二  官方拍賣准許證紀錄 
表三  私人市場轉賣准許證紀錄 
工作紙  利潤紀錄工作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