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级经济师

财政税收专业知识和实务

教材精讲班

第二节 财政的职能

二、收入分配职能

（一）收入分配职能的含义

财政收入分配职能就是指政府在进行财政分配活动过程中，为了实现社会公平，而对市场经济形成的收入分

配结构进行调整的职能。

【链接】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 1943 年美国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根据洛伦兹曲线所定义的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

基尼系数是比例数值，在 0和 1之间，该数值越大越不公平，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

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

2017 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 0.467，高于 0.44 的全球平均水平。

1、收入分配的目标——实现公平分配

公平包括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两个层次。

经济公平，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强调要素投入与要素收入相对称，是在平等竞争的条件下由等价交换来

实现的。

社会公平强调收入差距维持在现阶段各阶层居民所能接受的范围内。

【例题·单选题】履行财政收入分配职能的目标是（ ）。

A.实现资源合理配置

B.实现收入分配公平

C.实现收入分配效率

D.实现公平竞争

网校答案：B

网校解析：本题考查财政收入分配职能的目标。



（二）财政收入分配职能的实现

1、财政的收入分配范围

财政的收入分配范围也就是社会公平的实施范围。

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在效率的基础上尽可能改善初始条件的不公平；

改善初始条件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保证人们的基本生活条件；二是提供公平的公共劳务，如义务教育、交

通、农田水利建设等。

二是完善市场机制，尽可能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三是在个人偏好方面进行适当的干预。

2、财政的收入分配方式

（1）在组织财政收入时要考虑社会公平 如：超额累进税率。

（2）在安排财政支出时要考虑社会公平

①在提供社会公共劳务时要考虑社会公平

②要构建效率市场的制度体系

③要不断改善市场机制初始条件的不平等状况

（3）要实行社会保障以利于社会公平的切实实现。

（三）财政收入分配职能的机制和手段（2022 新）

财政的分配职能主要是通过调节企业的利润水平和居民的个人收入水平来实现的。

1.划清三次分配和财政分配的界限与范围

凡属于市场分配的范围，财政不能越界，凡属于财政分配的范围，财政应尽其职。

比如，财产收入、股息收入、租金收入，甚至作为法人经济主体的企业的工资收入，一般财政不宜直接介入，

而是通过再分配进行间接调节，而医疗卫生、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则应改变过去“企业办社会”的陈规，

由财政集中举办，实现社会化。

2.规范工资制度

这里是指由国家财政拨款的政府机关公务员的工资制度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制

度。

凡应纳入工资范围的收入都应纳入工资总额，取消各种明补和暗补，提高工资透明度；实现个人收入的货币

化和商品化；适当提高工资水平，建立以工资收入为主、工资外收入为辅的收入分配制度。

3.加强税收的调节作用

税收是调节收入分配的主要手段：通过间接税调节各类商品的相对价格，从而调节各经济主体的要素分配；

通过企业所得税调节企业的利润水平；

通过个人所得税调节个人的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使之维持在合理的差距范围内；通过资源税调节由于资

源条件和地理条件而形成的级差收入；通过遗产税、赠与税调节个人财产分布等等。

4.用好转移性支出

通过转移性支出，如社会保障支出、救济金、补贴等，使每个社会成员都得以维持起码的生活水平和福利水

平。

三、经济稳定职能

1、含义（重点）

含义

（1）充分就业 有工作能力且愿意工作的劳动者能够找到工作，这里的“充分”就业，并不意味着就



业人口的 100%的就业，而是指就业率达到了某一社会认可的比率。

（2）物价稳定
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即只要物价上涨的幅度是在社会可容忍范围内，比如年率在

3%-5%，即可视为物价水平稳定。

（3）国际收支平衡
经常性项目和资本项目的收支合计大体保持平衡，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国际收支平

衡是经济稳定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标志。

2、财政经济稳定职能的主要内容（重点）

要实现经济稳定，关键是做到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平衡，包括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

（1）通过财政预算进行调节（即 “逆经济风向行事”）

国家预算收入----是社会供给总量的组成部分

国家预算支出----是社会需求总量的组成部分

社会总供需关系 财政预算政策类型

需＞供 结余政策（收＞支）

需≈供 中性政策（收≈支）

需＜供 赤字政策（收＜支）

【例题·单选题】（2018 年）当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时，财政预算应该采取的政策是（ ）。

A.中性政策 B.赤字政策

C.结余政策 D.积极财政政策

网校答案：C

网校解析：本题考查财政的经济稳定职能。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时，实行国家预算收入大于支出的结

余政策进行调节；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时，实行国家预算支出大于收入的赤字政策进行调节；社会总

供求平衡时，国家预算应该实行收支平衡的中性政策。

（2）通过制度性安排（即“内在稳定器”）

内在稳定器是指财政收支制度设计具有对经济总量自动调节的功能，即人们在设计财政收支制度的时候，使

财政收支的扩大与缩小与总需求和总供给呈相反方向的变化，以此维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局面。

内在稳定器调节表现 具体内容

（1）在收入方面，主要是实行累进

所得税制

①当经济过热而出现通货膨胀时，企业和居民收入增加，适用税率相应

提高，税收的增长幅度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幅度，可以抑制经济过

热。

②当经济萧条时，企业和居民的收入减少，税收的降低幅度超过国内生

产总值的降低幅度，从而刺激经济复苏和发展。



（2）在支出方面，主要体现在转移

性支出（社会保障、财政补贴支出

和税收支出等）的安排上。

①当经济高涨时，失业人数减少，转移性支出下降，对经济起抑制作用。

②当经济萧条时，失业人数增加，转移性支出上升，对经济复苏和发展

起刺激作用。

【例题·单选题】下列措施中起到财政“内在稳定器”作用的是（ ）。

A.对利息、股息、红利征收个人所得税

B.对国有企业征收消费税

C.对企业征收增值税

D.对弱势群体发放困难补助

网校答案：D

网校解析：本题考查“内在稳定器”的制度安排。“内在稳定器”调节主要表现在财政收入和支出两方面制

度。在收入方面，主要实行累进所得税。在支出方面，主要体现在转移性支出的安排上， 如社会保障、财政

补贴支出和税收支出等。

（3）通过财政政策（基础地位）和其他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国际收支政策等）配合进行

调节。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主要是松紧搭配的政策。财政政策的松紧主要是以预算规模的扩张与收缩来衡量

和判断。

第一章 公共财政与财政职能

【本章重点总结】

1.公共物品的 4 个特征

2.市场失灵的 5 个表现

3.财政职能三大职能：财政资源配置职能、财政收入分配职能、经济稳定职能

4.财政资源配置职能的含义、方式、范围、主要内容

5.财政收入分配职能的目标、主要内容，社会公平准则的含义

6.经济稳定职能的含义、主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