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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财政支出理论与内容

考点一 财政支出分类

财政支出的分类

经济性质分类 购买性支出

转移性支出

在社会再生产中作用 补偿性支出

消费性支出

积累性支出

目的性分类 预防性支出

创造性支出

控制能力分类 可控制性支出

不可控制性支出

受益范围分类 一般利益支出

特殊利益支出

1、按财政支出的经济性质分类

类型 界定 内容 特点

购买性支出 直接表现为政府购买货物

或劳务的活动

（1）购买进行日常政务所

需的货物与劳务的支出。

（2）用于进行国家投资所

需的货物和劳务支出。

遵循等价交换原则

转移性支出 直接表现为资金的无偿

的、单方面的转移

主要包括政府部门用于财

政补贴、债务利息、社会

保障等方面的支出。

政府财政付出了

资金，却无任何货物和劳

务所得。

2、按财政支出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分类

类型 界定 内容

补偿性支出 用于补偿生产过程中消耗掉

的生产资料方面的支出。

目前财政用于补偿性支出的项目大

大削减。

消费性支出 财政用于社会共同消费方面的支

出。

科教文卫事业、抚恤和社会福利救

济费、行政管理费、国防费等支出。

积累性支出 财政直接增加社会物质财富

及国家物资储备的支出。

基本建设支出、国家物资储备支出、

生产性支农支出等。

3、按财政支出的目的性分类

类型 界定 内容

预防性支出 用于维持社会秩序和保卫国家

安全，使其免受内外敌对力量的破

坏和侵犯，以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性与生活稳定的支出。

国防、司法、公安与政府行政部门

的支出。

创造性支出 用于改善人民生活，使社会秩序更

为良好，经济更为发展的支出。

基本建设投资、文教、

卫生和社会福利等支出。



4、按政府对财政支出的控制能力分类

类型 界定

可控性支出 不受法律和契约的约束，可由政府部门根据每个预算年度的

需要分别决定或加以增减的支出，即弹性较大的支出。如基本建设支出、国家物资储备支

出。

不可控性支出 根据现行法律、法规所必须进行的支出。

（1）国家法律、法规已经明确规定的个人享受到的最低收入保障和社会保障，如失业救济

金、养老金、职工生活补贴等。

（2）政府遗留义务和以前年度设置的固定支出的项目，

如债务利息支出，对地方政府的补贴等。

5、按财政支出的受益范围分类

类型 界定 内容

一般利益支出 全体社会成员均可享受其所提供的利益支出。 国防支出、行政管理费支出等。

特殊利益支出 对社会中某些特定居民或企业给予特定利益的支出。 教育支出、卫生支出、企业补贴支

出、债务利息支出等。

考点二 财政支出的经济影响

购买性支出 转移性支出

1、对社会生产和

就业的影响不同

对生产和就业的

影响是直接的

对生产和就业的影响是

间接的

对国民收入分配的影响不同 对国民收入分配的

影响是间接的

对国民收入分配的影响是直接的

2、对政府的效益

约束不同

对政府的效益约束较强 对政府的效益约束较弱

3、对微观经济组织的预算约束不同 对微观经济主体的

预算约束是硬的

对微观经济主体的预算约束是软的

4、执行财政职能

的侧重点不同

以购买性支出占较大比重的支出结

构的财政活动，执行资源配置的职

能较强。

以转移性支出占较大比重的支出结

构的财政活动，执行国民收入分配

的职能较强。

考点三 财政支出的规模

 （一）财政支出规模的衡量指标

1、反映财政活动规模的指标

（1）财政收入及其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

（2）财政支出及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2、反映财政支出规模的指标

财政支出规模通常表现为财政支出的总量，而表现财政支出的总量可以是财政支出数额的绝对量，也可以是

财政支出占国民收入（或国民生产总值）的相对量。

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大多：财政支出/国民生产总值或者国内生产总值。

 （二）财政支出规模的增长趋势

1、政府活动扩张法则——瓦格纳

“政府职能不断扩大以及政府活动持续增加”导致公共支出增长。

2、公共收入增长导致论——皮考克和魏斯曼

公共支出的增长只是由于公共收入的增长而造成的。将导致公共支出增长的因素归结为两种：

内在因素 在正常条件下，在税收政策不变的条件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增加，政府所征

得的税收收入必然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政府支出随之上升。

外在因素 财政收入因动荡原因增加后，很难再降低。



【结论】公共支出和公共收入总是同步增加的。

3、经济发展阶段论——马斯格雷夫和罗斯托

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 政府投资一般在社会总投资中占有较高的比重

【提示】侧重基础设施投资

经济发展的中期阶段 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加强

经济发展的成熟阶段 公共支出的结构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公共支出逐步转向以教育、保健和社会福利

为主的支出结构，使公共支出增长速度加快。

 （三）影响财政支出规模的宏观因素

影响因素 具体内容 影响分析

经济性因素（主要因素，甚至是决

定性因素。）

1、经济发展水平

2、经济体制

3、中长期发展战略

4、当前的经济政策

经济发展水平决定财政支出规模，

经济发达国家的财政支出规模一般

大于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支出规模。

政治性因素 1、政局是否稳定

2、政体结构和行政效率

3、政府干预政策

倾向于集中的单一制国家，财政支

出占 GDP 的比重高一些；倾向于分

权的联邦制国家，则相对低一些。

社会性因素 人口、就业、医疗卫生、社会救济、社会保障以及城镇化等

考点四：财政支出效益分析

财政支出效益分析与微观经济组织生产经营支出效益分析的差异。

比较项目 微观经济组织生产经营支出 政府财政支出

计算所费

与所得的范围

范围较窄；只计算自身直接投入的

费用和自身的的实际所得

计算范围较宽；不仅计算直接的、

有形的所费与所得；而且还分析间

接的、无形的所费与所得

衡量效益的标准 单纯的经济效益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择优的标准 所费最少、所得最多 社会效益最大化

财政支出效益分析的方法（重点）

（一）“成本--效益”分析法

1、基本原理：根据国家所确定的建设目标，提出实现该目标的各种方案，对这些可供选择的方案，用一定的

方法计算出各方案的全部预期成本和全部预期效益，通过计算“成本--效益”比率，来比较不同项目或方案

的效益，选择最优的支出方案。

2、适用领域：特别适用于投资性支出项目的分析。

（例子：发电厂）

（二）最低费用选择法。

1、最低费用选择法源于美国，是对“成本——效益”分析法的补充。

2、含义：最低费用选择法，是指选择那些使用最少的费用就可以达到财政支出目的的方案。

3、适用领域：主要适用于军事、行政、文化、卫生等支出项目。

（三）公共定价的政策

对公共劳务的定价政策一般有四种情况，即免费、低价、平价和高价。

免费和低价政策，可以促进社会成员最大限度地使用这些公共劳务，使之获得极大的社会效益。但是免费和

过低的价格，又会使享用者降低对该种公共劳务的重视，从而产生浪费、不节约使用的现象。如强制实施义

务教育、强制注射疫苗等。

平价政策，可以用收取的费用弥补该项公共劳务的人力、物力耗费。从消费方面来说，可以促进社会成员节

约使用该项公共劳务；从提供方面来说，政府有了进一步改进和提高公共劳务水平的资金。

平价政策一般适用于从全社会的利益来看，即无须特别鼓励使用，也无须特别加以限制使用的公共劳务，如

公路、公园、铁路、医疗等。

高价政策，主要适用于从全社会利益来看必须限制使用的公共劳务。实行高价政策既可以达到有效限制使用



的目的，又可以带来较多的财政收入，如繁华地段的机动车停车费。

公共定价只适用于可以买卖的、适于采用定价收费方法管理的公共服务部门。

考点五 转移性支出

1、社会保障的概念和内容

（1）概念

我国的社会保障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

社会保险：

社会保险是现代社会保障的核心内容。（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

2、财政补贴支出

（1）财政补贴的性质与分类

性质：财政补贴是国家为了实现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目标，将一部门财政资金无偿补助给企业和居民的

一种再分配形式。

补贴主体 国家

补贴对象 居民和企业

补贴目的 为了贯彻一定的政策，满足某种特定的需要，

实现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目标。

补贴性质 通过财政资金的无偿补助而进行的一种社会财富的再分配。

财政补贴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的联系和区别

联系 二者都属于财政的转移性支出

区别 主要体现在同相对价格体系的关系上

财政补贴与相对价格的变动有直接联系，具有改变资源配置结构、供求结构的影响；社

会保障支出则很少有这种影响。

（1）财政补贴的性质与分类—按照财政补贴的项目和形式分类。

按照财政补贴的项目和形式分类，主要有价格补贴、企业亏损补贴、外贸补贴、房租补贴、职工生活补贴、

财政贴息、减免税收等。

我国补贴以价格补贴和企业亏损为主要内容，且每年反映在国家预算上仅有这两项补贴（企业亏损补贴仅限

于国有企业）。

（1）财政补贴的性质与分类—按照补贴的环节分类

类型 内容

生产环节补贴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补贴、工矿产品价格补贴、生产企业的政策性亏损补贴等。

流通环节补贴 农副产品价格补贴、商业和外贸企业的政策。

分配环节补贴 财政贴息和税收支出

消费环节补贴 职工副食品补贴等

（1）财政补贴的性质与分类—按照补贴的经济性质分类

类型 内容

生产补贴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补贴、财政贴息。

生活补贴 职工副食品价格补贴

（1）财政补贴的性质与分类—按照补贴内容分类

类型 内容

现金补贴-明补 补贴接受主体在自身权力之外得到超额收入的那部分财政补贴，即不发生补贴利益转移的那

部分财政补贴。



实物补贴-暗补 补贴接受主体并未真正获益的财政补贴，即补贴利益发生了转移的那部分财政补贴。

（1）财政补贴的性质与分类—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分类方法，根据可能对国际贸易造成的危害程度

①禁止性补贴 出口补贴和进口替代补贴两类。

禁止性补贴一旦被证实存在，无须证明其是否对其他成员方造成危害或损害威胁，都必须取

消，否则会招致其他成员实施的经 WTO 争端解决机构授权的反补贴措施或征收反补贴税。

续表

②可诉补贴 可诉补贴是指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实施的补贴，但如果使用此类补贴的成员方在实施过程中对

其他成员方的经济利益造成不良影响，则受损的成员方可以向使用此类补贴的成员方提起申

诉。

使用可诉补贴不能造成以下任何情况发生：

A.取代或阻碍另一成员方的产品进口；

B.取代或阻碍另一成员方对第三成员方的出口；

C.补贴造成大幅度削价、压价或销售量减少；

D.实施补贴后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增加。

可诉补贴并不一定意味着必须取消，一般来说只有同时具备下列三种条件，该种可诉补贴才

被取消：

第一，该种补贴必须具有专向性——企业专向性、产业专向性和地区专向性；

第二，该种补贴必须被某个成员方起诉；

第三，该种补贴必须被证明对成员方造成了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威胁。

续表

③不可诉补贴 主要包括不具有专向性的补贴、给予基础研究的援助性补贴、给予贫困地区的补贴、为帮助

个人和企业适应新环境而实施的补贴，以及用于鼓励农业研究与开发、鼓励农民退休等方面

的补贴。

2、税收支出

税收支出是政府的一种间接性支出，属于财政补贴性支出。

分类

照顾性

税收支出

主要是针对纳税人由于客观原因在生产经营上发生临时困难而无力纳税所采取的照顾性措

施。

例如：国有企业由于收到扭曲的价格等因素的干扰，造成政策性亏损，或者纳税人由于自然

灾害造成暂时性财务困难。

刺激性

税收支出

主要是指用来改善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率的特殊减免规定。

第一是针对于特定纳税人的税收支出，例如我国对高校毕业生和伤残人创办的企业在开办初

期给予减免优惠。

第二是针对特定征税对象的税收支出，例如我国对农、牧、渔业等用盐可减征盐税等。

形式：

税收豁免、税收扣除、税收抵免、优惠税率、延期纳税、盈亏相抵、加速折旧、退税。

1、税收豁免 在一定期间内，对纳税人的某些所得项目或所得来源不予征税，或对其某些活动不列入征税

范围等，以减轻其税收负担。

最常见的税收豁免项目有两类：

（1）免除关税与货物税；

（2）免除所得税。

2、纳税扣除 纳税扣除是指准许企业把一些合乎规定的特殊支出，以一定的比例或者全部从应税所得中扣

除，以减轻其税负。

3、税收抵免 税收抵免是指允许纳税人从其某种合乎奖励规定的支出中，



以一定比率从其应纳税额中扣除，以减轻其税负。

最主要的税收抵免有两种形式

（1）投资抵免（投资津贴）；

（2）国外税收抵免。

4、优惠税率 优惠税率是对合乎规定的纳税人采用低于一般税率的税率征收。

例如：对高新技术企业实行 15%的所得税率，对小型微利企业实行 20%的所得税率。

5、延期纳税 也称“税负延迟缴纳”，是允许纳税人对那些合乎规定的税收，延迟缴纳或分期缴纳其应负

担的税额。

6、盈亏相抵 盈亏相抵是指准许企业以某一年度的亏损，抵消以后年度的盈余，以减少其以后年度的应纳

税款，或者冲抵以前年度的盈余，申请退还以前年度已纳的部分税款。

【提示】盈亏相抵有一定的时间限制；就其应用的范围

来看，盈亏相抵办法通常只能适用于所得税方面。

7、加速折旧 在固定资产使用年限的初期计提较多的折旧。

8、退税 退税是指国家按规定对纳税人已纳税款的退还。作为税收支出形式的退税是指优惠退税。

包括两种形式：出口退税和再投资退税。

出口退税涉及的税种有：退还进口税；退还已纳的国内销售税、消费税、增值税等。

税收支出的预算控制

世界各国对税收支出进行预算控制的做法主要为三种类型：

（1）非制度化的临时监督与控制；

（2）建立统一的税收支出账户；

（3）临时性与制度化相结合的控制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