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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购买性支出

购买性支出包括社会消费性支出（不形成任何资产）和财政投资性支出。

一、行政管理费与国防支出

（一）行政管理与国防支出的属性

行政管理与国防支出是一种经常性支出，和资本性投资支出同属于购买性支出，但与资本性投资支出存在明

显差异，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是非生产的消耗性支出，它的使命并不形成任何资产。

（二）行政管理费支出

1、行政管理费支出的含义

行政管理支出是国家财政用于各级权力机关、行政管理机关和外事机构行使其职能所需的费用。

2、行政管理费支出的分类

类别 内容

一般公共服

务科目

一般公共服务 包括人民代表大会、政协、党派团体、政府各部门等；

公共安全 包括人民代表大会、政协、党派团体、政府各部门等；

外交 包括外交管理事务、驻外机构、对外援助对外合作交流等

按费用

要素分类

人员经费 工资、福利费、离退休人员费用及其他

公用经费 公务费、修缮费、设备购置费和业务费

（三）国防支出

我国的国防支出主要由人员生活费、训练维持费和装备费三部分组成，各部分大体各占三分之一。

我国国防费全部纳入国家预算安排，国防费预、决算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批，由国家和军队的审计机构实

施严格的审计和监督。

二、教育、科学技术和医疗卫生支出

（一）教育、科学技术和医疗卫生支出的属性

教育、科学技术和医疗卫生支出是财政支出中重要的支出项目，也属于经常性支出和购买性支出。



近年来，在我国公共财政支出结构中，教育、科学技术和医疗卫生支出合计占总支出的比重呈现不断增大的

趋势。

（二）教育支出

从经济性质看，教育服务一般被看作是一种混合产品。义务教育是纯公共产品；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成人

教育等则属于混合产品。

各国政府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一般在提供教育服务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原因在于：①当今社会已进入知识经济

时代，科技进步已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而科技进步来源于教育；②避免因收入差距导致受教育机会的不公

平；③教育资本市场不发达和不完善。

一国财政收支的规模和结构是影响教育经费效益的主要因素。发展中国家当前教育支出体制改革的关键，在

于加大对初等教育的投资，提高初等教育经费在教育经费中的比重。

（三）科学技术支出

用于外部效应较强的科学研究活动的经费主要是基础性、公益性以及高新科技的科研经费，必须由政府承担；

而那些可以通过市场交换来充分弥补成本的科学研究（主要是应用性研究），可由微观主体来承担。

（四）医疗卫生支出

1、公共卫生领域是具有外部效应的纯公共物品，如安全饮用水的提供、传染病与寄生虫病防范、病菌传播媒

介控制以及免疫、营养信息免费服务等，由于这些服务具有明显的非排他性，即不能排除不付费者享用这些

服务的利益，因而私人根本不会提供或者不会充分提供。

2、我国医疗卫生总投入来自三个方面：政府、社会和个人。

目前我国医疗卫生事业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其中最大困难和挑战还在于医疗保险基金运行面临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