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复旦卓越·经济学系列

新 编 财 政 学
（第二版）

　主　编　牛淑珍　　　　　　　　

　副主编　尚金梅　郝志军　赵　琼



内 容 提 要

本书共分十三章，分别论述了财政学的产生与发展、市场失灵与财政
职能、财政支出、购买性支出、转移性支出、财政收入理论、税收、国际税收、

国债、政府预算及政府预算管理体制、财政平衡、财政政策等。本书的最大
特点是每章前有本章提要，每章后有本章小结、思考与应用以及案例，便于
读者学习。

本书可供高等院校财经类专业学生作为核心教材使用，也可作为其他
专业学生的基础课教材，还可以作为财政和其他经济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的
培训教材。



再 版 说 明

本书是“复旦卓越·经济学系列”之一，２００５年１０月第一版问世。
本书荣获２００７年上海市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三等奖。出版三年来也得到了

各方面的关注和支持，在此深表谢意。为了使本书所阐述的内容能更好地为高
等院校财经类专业教学服务，满足培养高质量人才的需要，我们在第一版的基础
上进行了进一步修订。

参加本次各章节内容修订的有牛淑珍、尚金梅、赵琼、夏园。牛淑珍负责通
读定稿，并作了部分修改和增删。

本教材是在本书第一版的基础上，继承了原教材的基本内容，对第一版大部
分章节的内容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增添了新的内容和新的数据。与第一版
相比，本版作了以下改进：

１．对全书数据和内容进行了更新，增加了一些最新内容，也删减了部分
内容。

２．对第一版中的错漏之处作了订正。

３．对每章的案例材料进行了更新。

４．内容更加简洁和系统化。

５．增加了附录。
书中引用了国内媒体上的报道和专家学者的资料，大多在注释和参考文献

中列出，在此向作者一并致谢。感谢上海杉达学院领导和复旦大学出版社徐惠
平老师的支持和热心帮助。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难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恳请各位同仁和广大读者批
评、指正。

编者

２００９年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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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一章　导　　论

　　本章提要

什么是财政学？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学研究什么内容？如何进行研究？

本章从介绍财政学的产生与发展入手，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回答。

第一节　财政学的产生与发展

财政学是研究政府收支活动及其影响的经济学分支学科。从早期对政府收
支活动的简单描述，到发展为完整的学科体系，财政学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
过程。

　　一、早期财政思想

财政分配现象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出现，它是伴随着剩余产品的出现，并
出现需要由剩余产品去满足的公共需要以及国家的产生而形成的。

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极为低下，劳动产品没有剩余，此时没有出现社会公共
需要，也就谈不上用剩余产品去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了。此后，随着社会的发展演
化，出现了剩余产品，相应地产生了社会公共需要，氏族首领作为社会组织的代
表，为了满足社会公共需要，集中分配一部分剩余产品。原始社会后期出现的贡
品、礼物就是财政关系的萌芽。可以说，剩余产品的出现，并出现需要由剩余产
品去满足的公共需要，是财政学产生的物质条件。

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剩余产品逐渐增加，氏族社会首领开始凭借自身
权利占有剩余产品，私有制由此产生，社会形成不同的阶级，国家作为阶级压迫
的工具也就应运而生。此时的社会公共需要成为统治阶级的需要，国家便集中
分配一部分剩余产品，于是就产生了财政。

随着财政分配活动的不断进行，许多精辟的财政思想涌现出来。
在古代欧洲，最早的财政思想可以说是古希腊的色诺芬在《雅典的收入》一



书中的表述了。他在这本书中讨论了希腊雅典的财政收入问题，并建议由国家
购买奴隶，并将他们出租以增加国家的收入。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一些著
作中，也有过关于财产与收益之间以何者为课税标准，以及强制征税的公平原则
之类的论述。在罗马，有关于罗马税制以及专门讨论赋税负担的著作。

在中国，古代财政思想形成了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春秋战国时期，管仲在
《国语·齐语》中就提出了“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的财政政策，主张按土地好坏
征收差额赋税，不要征收同等的赋税，以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防止农民逃亡。
此外，他还提出一系列财政措施，如轻税、食盐专卖、铁矿合营等等。商鞅在秦国
推行变法时，也提出过摧毁旧封建主的土地世袭占有制，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并
按田亩征收赋税。唐朝的刘晏、宋朝的王安石等，也都有过关于理财的论述。在
税收调节方面，有“寓禁于征”的税收调节生产流通的思想；在财政支出方面，既
有周公的“量入为出”的原则，也有唐代杨炎的“量出为入”的主张。

在这一阶段，这些财政思想的出现是零星的、分散的，还没有形成系统的财
政理论体系，但它的存在为财政学理论体系的构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财政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随着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财政学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分支逐
步形成与发展起来。威廉·配第（ＷｉｌｌｉａｎＰｅｔｔｙ，１６２３—１６８７）于１６６２年出版的
《赋税论》，详细论述了各种公共经费、各种征税方法，并运用数学工具对当时的
赋税问题进行分析和计算。马克思曾经指出，威廉·配第是“最有天才和最有创
见的经济学家”。该书是在重商主义向古典经济学派过渡阶段，随着资本主义商
品生产、货币关系扩大，为满足新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斗争需要出现的，被认为
是西方最早的古典税收学专著，也是西方最早的财政学专著。

古典经济学派的杰出代表亚当·斯密（ＡｄａｍＳｍｉｔｈ，１７２３—１７９０）于１７７６
年３月９日出版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奠定
了经济学的基础，也标志着系统财政理论体系的创立。在这部书的第五篇中，他
分支出、收入和公债三章系统论述了财政理论，并提出了著名的“公平、确实、便
利、最少征收费用”的税收四原则。《国富论》的问世，奠定了古典税收理论的基
础，也创立了财政学的理论体系。

　　三、现代财政理论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特别是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不
仅使生产大幅度下降，失业人口激增，而且货币信用制度也濒于崩溃，整个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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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面临毁灭的危险。此时，经济学家们面对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仍不能使商
品的供给和需求达到均衡、削减工资仍然有大量工人流落街头、利率一跌再跌仍
未能刺激储蓄转化为投资等问题，无法给予解释，传统的经济学失去了解释力。
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财政理论逐渐取得了统治地位。

凯恩斯（ＪｏｈｎＭａｙｎａｒｄＫｅｙｎｅｓ，１８８３—１９４６）在１９３６年出版的《就业、利息
与货币通论》中把经济危机的根源归结为“有效需求不足”，要求政府放弃自由资
本主义原则，实行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的政策。他主张由以间接税为主改为以直
接税为主，由固定税率和比例税率为主改为以累进税率为主，同时征收高额遗产
税，以消除分配不公，刺激有效需求。

凯恩斯学派认为，单凭经济的自发调节，不能解决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和严重
的失业问题，要保证“充分就业”和“经济繁荣”，政府必须对经济进行干预。以凯
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为代表的宏观经济理论成为各国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稳定
经济运行的理论基础。与此相对应，由于政府职能加强和支出范围的扩大，财政
学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了财政政策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经济学
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国家干预理论，使得凯恩斯主义几乎主导了２０世纪中叶
近半个世纪西方的财政理论基础。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滞胀”的出现导致各种反凯恩斯主义思潮的盛行。货币主
义、供给学派及公共选择学派等相继提出各自的理论及其政策主张。

在我国，财政学发展经历了一个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历程。建国初期，财政学
主要是以介绍前苏联的财政理论为主。到１９５６—１９６５年，我国财政理论研究在
总结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坚持以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我国的财政学理论体系。进入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后，结合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实践情况，财政学研究无论
是内容还是方法上，都学习和借鉴了西方财政学的精华，极大地促进了我国财政
学理论研究的发展。

第二节　财政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目的

　　一、财政现象

财政现象是财政活动的具体表现。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人们无时无刻不在
面对各种各样的财政现象和财政问题：当你呱呱坠地，政府经营的医院为你提
供医疗保健服务，公安机关为你的出生办理登记，以确定你的公民身份；当你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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跚学步，你可以享受到政府为你提供的幼教服务；当你达到入学年龄，政府为你
提供９年义务教育；当你完成初等教育后，你还可以进入政府提供的中等、高等
教育学校；当你走出学校，参加工作，你可以享受政府为你提供的社会保障———
当你生病时可以享受医疗保险、当你失业时可以享受失业保险、当你出现工伤时
可以享受工伤保险、当你生活困难时可以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当你年老退休时还
可以享受养老保险；休闲之时，你可以到政府提供的公园里漫步，到政府提供的
图书馆、博物馆里汲取知识；你可以每天使用政府建的发电厂发的电，政府提供
的自来水、煤气，政府修建的公路、过街天桥等等。可以说，政府的活动与我们的
生活息息相关，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政府我们的生活将是什么样。

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通过向我们提供一些“公共服务”———国防、公安、
司法、行政管理；铁路、公路、桥梁；城市供水、排水、煤气；农村的大型水利、灌溉
工程；大型的发电站、煤矿、钢铁厂、油田等等，来满足人们的一部分需要，保证着
人们的基本生活和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

政府为我们提供的一切都需要花钱，而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是不直接参加社
会生产的，不像企业那样生产并销售市场需要的商品来获得利润。那么政府花
的钱从何而来？答案很简单，政府的钱主要来自税收。公司或工厂要依法缴纳
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印花税、土地使用税等税收；个人收入达到
一定标准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等等。２００６年，我国取得财政收入３９３７３．２亿元，
其中，税收收入达３７６３６．２７亿元；２００７年，我国取得财政收入５１３０４．０３亿元，
其中，税收收入为４５６１２．９９亿元。

政府通过收税，取得了主要的财政收入；再通过支出，为我们提供各种各样
的设施、服务，满足我们的各种需要。政府的这种收支活动及其管理就是财政活
动，它的具体表现就是财政现象。

透过财政现象，我们不难看出：财政是以政府为主体的经济活动，它是政府
政治经济活动的综合反映；财政活动不仅涉及政府各个部门，而且也涉及我们每
个居民。作为公民了解政府的财政活动，是很有必要的。而作为财经类大学生，
更应熟知财政理论，这样才能更好地研究经济问题。

　　二、财政学的研究对象

财政作为经济范畴，反映的是经济过程中的分配关系。因此，财政分配活动
的具体表现———财政现象，自然是财政学所要研究的对象。但仅仅研究财政现
象还远远不够，财政学作为一门经济类的理论学科，它不仅研究财政政策和制度
本身，还要为制定财政政策和确定财政制度提供客观依据。所以，财政学还要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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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现实中的财政现象，揭示财政分配关系中的规律性。由于财政活动主要表现
为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活动，而这些活动是政府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
入分配所形成的分配活动，它体现了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所以，财政
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具体地表述为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活动及其所反映的分配
关系。

　　三、财政学的研究目的

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和市场共同满足着人们的需要，而政府经济活动的基
础就是财政活动。财政作为一种分配范畴，与生产、交换、消费等社会再生产的
各环节有着密切的联系。

首先，财政与社会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生产决定着财政，财政反作用于生
产。生产决定财政的具体表现为：（１）生产的规模、速度和水平，决定着财政分
配的规模和速度。因为在财政收入占ＧＤＰ比重基本不变的条件下，生产规模越
大，速度越快，财政分配的规模和增幅也就越大。反之，则越小。由于财政分配
的对象主要是剩余产品，在一定的生产量中，生产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越高，剩
余产品所占比重就越高，可供财政分配的对象就越大。因此，在一定的生产规模
和增长速度下，如果生产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提高了，那么财政分配的规模就会
扩大。反之，就会减小。（２）生产结构决定着财政分配的规模和结构。因为不
同的产业结构，在同样的生产规模和增长速度下，带来的财政收入是不同的。盈
利水平高的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财政收入的规模就可以提高，反之，则
下降。因此，合理的生产结构是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并取得较好经济效益的前提，
它使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有了充足的源泉。与此同时，产品结构也制约着财政
支出结构。因为只有当财政支出所形成的购买力能够买到所需要的产品时，财
政支出才能实现。不同的生产结构形成不同的产品结构，从而也就决定了财政
的支出结构。

财政反作用于生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１）财政分配的规模制约着
扩大再生产的规模和速度。因为积累是扩大再生产、发展经济的源泉，积累基金
主要来源于社会产品价值中的剩余产品部分，财政分配的对象也主要是这一部
分。因此，财政分配规模的大小直接决定着企业积累基金的规模，进而影响着企
业扩大再生产的能力。（２）财政分配结构制约着生产结构。财政投资不仅可以
形成新的生产结构，而且也可以改变旧的生产结构。财政政策与制度也可以影
响非财政资金的投入规模和投入方向，进而影响生产结构。（３）财政分配的对
象是社会产品的一部分，所以它直接影响着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个人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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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进而影响着社会生产的发展。
其次，财政与交换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从财政分配的结构上来看，如果市

场上一部分财政购买力实现不了，说明商品供不应求；如果财政购买力相对于某
些商品的供应量来说过少了，出现商品供过于求的现象，这些都意味着商品交换
受到了阻碍。所以，合理的财政分配是交换顺利实现的基本前提。反过来，交换
的顺利进行也是实现财政分配的基本条件。从财政收入上看，财政分配的对象
是实现了的商品价值，如果商品发生积压、损失和报废，也就是说商品没有得到
顺利的交换，那么，商品的价值实际上没有得到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国家
以流转税的形式形成了财政收入，也是一种虚假的收入，因为没有相应的商品对
应。那么，据此进行的财政支出是无法购买到所需商品的，财政分配过程也就无
法顺利实现。

再次，财政分配与消费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因为财政作
为分配形式，它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满足国家实现职能的需要，但它的最终目的则
是为了满足消费需要。消费可以说是财政分配的最终目的。通过财政分配直接
或间接影响着生产和流通，而生产和流通的扩大是消费扩大的前提。与此同时，
生产和流通的扩大，会引起消费结构的变化，进一步会引起财政支出结构的
变化。

从上述阐述我们不难看出，财政活动是整个国民经济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
部分，国民经济的运行情况直接决定着财政活动的范围、目标和方式；反过来，财
政活动也影响着国内生产总值的分配、社会生产和消费。财政与经济的关系是
财政学研究的一条根本线索。

财政学作为研究政府经济活动的学科，它的研究目的就是要通过研究财
政现象及其本质，揭示和阐明财政活动的规律，探索财政活动同整个国民经济
和其他社会经济活动的关系及其变化的规律性，进而为财政活动的实践提供
理论依据。值得注意的是，财政学研究虽然为财政活动的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但财政理论正确与否还需要实践来检验，脱离现实来研究财政理论只能是空
洞的说教。

第三节　财政学的研究与学习方法

财政学是一门应用理论学科，它起着衔接一般经济理论课与财政业务课的
作用。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它是以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它一方
面要将一般经济理论从财政角度进一步深化，另一方面要对财政活动进行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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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分析与指导。因此，财政学的学习与研究应注意运用以下几种方法。

　　一、唯物辩证法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都必
须遵循的科学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认为，物质世界的发生、发展、变化过程无
不体现了三大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按照唯
物辩证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上就形成了一套从现象到本质、从具体到抽象地研究
事物，再由本质到现象、由抽象到具体地描述事物的方法论体系。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要求就是在科学研究上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
发展和联系上把握事物。对于财政学来说，就是把握和研究财政活动过程的内
部联系及财政活动与其他社会政治经济活动之间的联系，进而了解和掌握财政
活动的规律。例如，考察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联系、财政收入体系内部各种收
入形式之间的联系、各项财政支出之间的联系、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与国民经济
之间的联系等等，注意观察这些活动之间的联系是如何既相互影响又相互制约
的，进一步了解各种联系是如何发生变化、如何导致整个财政活动和整个国民经
济发展和变化的。

此外，学习财政学要理论联系实际。因为财政学是一门应用理论学科，它与
社会实践有着密切的联系。财政理论来源于社会实践，经过归纳总结形成理论
体系；运用财政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使理论在实践中变得越来越完善。

　　二、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的分析方法

在国民经济运行中，政府的活动对国民经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是财政
学首先要研究的问题。例如，政府向社会提供某些服务就需要首先取得一定的
收入，而取得收入的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可以征税，也可以收费。若征税的
话，可以征所得税，也可以征商品税；可以采取单一比例税率对商品征税，也可以
采取差别比例税率对商品征税。取得财政收入的方式不同，其结果自然就不同。
那么，政府征税是促使人们积极工作还是抑制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使产品结
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社会投资结构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人们的消费行为发
生了什么变化？税收收入主要来自谁？要阐明政府活动与经济运行结果之间的
联系，在财政学中有一种系统的理论来进行分析，这就是实证分析方法。即按照
事物的本来面目来描述事物，说明研究对象“是什么”。

将实证分析运用于财政学，就是通过对财政活动实际情况的分析与描述，讲
清楚财政活动实际上是一种什么样的活动。它对经济已经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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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将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我国于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起开征燃油税，开征
这一税收，对购车人有什么影响？对我国的税收收入有什么影响？对这些问题
的研究，就属实证分析。

财政活动既然是以政府为主体的经济活动，那么，政府应该干什么，该怎么
干，这是财政学要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例如，对不同的产品征收相同的税率
还是不同的税率，其结果会使产品结构和纳税人缴纳的税额都不一样。哪种结
果更令人满意？财政学就要用一种理论体系来进行分析说明，这就是规范分析方
法。规范分析就是要回答研究的问题“应该是什么”，即确定若干准则，并据以判断
研究对象目前所具有的状态是否符合这些准则，如果存在偏差，应当如何调整。

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是经济学分析方法在财政领域中的应用，这些方法的
运用使人们具有分析、评价和设计政府财政政策的能力。需要注意的是，两种方
法虽然适用的条件、服务的目的不同，但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因
为在财政学的研究过程中，运用规范分析方法研究某些财政问题时，常常需要运用
实证分析方法来论证研究对象与给定规则之间的符合程度，规范分析的某些规则
实际上也是在实践中运用实证分析概括总结出来的；在运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某
些财政问题时，也常常需要运用某些既定的规则来验证分析结果。所以，财政学在
进行研究过程中，常常将实证分析方法和规范分析方法结合起来运用。

　　三、比较分析方法

在财政学的学习与研究中，还经常运用比较分析方法。一方面要进行横向
比较分析，即进行中外比较，以使我们可以对财政现象和财政理论有更深刻的理
解，找出自己的不足，确定需完善的目标。另一方面要进行纵向比较，即对一个
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进行比较，以便及时修正发展过程中的偏失。

　　四、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

我国的财政学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起来
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财政理论。因此，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是它的理
论基础。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价值学说、再生产理论、社会扣除理论等等，都对中
国财政理论的建立具有指导意义。

　　五、借鉴西方财政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

我国的财政理论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借鉴前苏联的经验和模式，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起来的，其实践多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尽管它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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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基本原理至今仍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但对于我国目前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而言，我国的财政学理论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活动
的规律、运行的方式及管理方法的选择上的把握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而西方
财政理论是在资本与市场的基础上建立并逐步发展起来的，虽然它以资本主义
私有制为前提，以西方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但它反映和体现了资本与市场的要求
和特点。现代的西方财政理论与实践，既包括了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原理，
也包括了２００多年来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化生产管理经验的总结，尤其是一些
科学的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的运用，使得西方财政理论更好地适应、服务和促进
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鉴于市场经济运行存在着共性，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借鉴西方财政学中合理、科学和有益的成分是十分必要的。
例如，西方财政的公共产品理论、市场失灵理论、财政职能理论、税收效应和税负转
嫁理论等等，目前已被引入我国的财政学教材，完善了我国财政学的内容。

但必须注意的是，借鉴西方财政理论不能生搬硬套，要考虑我国的国情。因
为我国目前还处在经济不发达阶段，属于发展中国家，其生产力发展水平还远不
如经济发达国家。我们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是由以政府为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制
转换过来的，从目前来看，市场经济体系还不完善，市场机制还不健全，还需要相
当长的时间进行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调整。因此，我国的财政学难免存在计划经
济的特点，还需要不断地改革与完善。

　　六、学点中国财政史———继承与发展

尽管财政学的系统理论最早出现于西方国家，但我国历史上形成的杰出的
理财思想，却形成了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至今仍具有借鉴意义。早在周代，礼
贤下士的周公就提出了“量入为出”的原则。到了唐代，杨炎提出了“量出为入”
的原则，主张先核定支出规模然后征税。这些理财思想在现今的财政理论中仍
可见到它们的影子。尽管在不同的时代财政活动的表现是不同的，但是，中国古
代的杰出的理财思想是现代财政理论的丰富宝藏。借鉴和学习这些杰出的理财
思想，研究中国的财政史，将有助于我国财政理论的完善。

　　本章小结

１．财政学从早期对财政收支的简单描述，发展到完整的学科体系，经历了

漫长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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