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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项选择题（共 60 题，每题 1 分。每题的备选项中，只有 1 个最符合题意） 

 

1.关于公共物品的说法，正确的是（  ）。 

A.公共物品的效用具有可分割性 

B.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的区别在于消费该产品的特征不同 

C.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的区别在于产品的所有制性质不同 

D.公共物品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特有的产物 

 

答案：B 

解析：公共物品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选项 A 错误。公共物品是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个具有特定意义的概念，

它与私人物品的区别主要是就消费该物品的不同特征来加以区别的，而不是物品的所有制性质。选项 C、D 错

误。 

 

2.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一国国际收支理想的状况是（  ）。 

A.收大于支，迅速增加外汇储备 

B.支大于收，动用外汇储备实现平衡 

C.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收支合计大体平衡 

D.经常项目保持平衡，资本项目收大于支 

答案：C 

解析：国际收支平衡是指一国在进行国际经济交往时，其经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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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财政“内在稳定器”在财政收入方面的调节，主要体现在（  ）。 

A.财政预算的调节 

B.累进税制的调节 

C.财政补贴的调节 

D.社会保障制度的调节 

 

答案：B 

解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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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总需求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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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器调节主要表现在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两方面，在财政收入方面，主要是实行累进所得税制。 

 

4.国家物资储备支出属于（  ）。 

A.补偿性支出 

B.消费性支出 

C.积累性支出 

D.不可控制支出 

答案：C 

解析：积累性支出是指财政直接增加物质财富及国家物资储备的支出，主要包括基本建设支出、国家物资储

备支出、生产性支农支出等。 



 

5.下列关于财政支出效益的说法，正确的是（  ）。 

A.要对项目的无形所费与所得进行分析 

B.项目必须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 

C.直接效益必须大于直接投入 

D.选择的项目必须具有很好的经济效益 

 

答案：A 

解析：政府在分析财政支出的效益时，计算所费与所得的范围较微观经济组织宽得多。政府不仅要计算直接

的、有形的所费与所得，而且还要分析间接的、无形的所费与所得；不仅要分析政府本身在某项支出上的投

入及所得到的利益，还需分析社会为该项支出所付出的代价和所获得的利益。 

 

6.在世界范围内，创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是（  ）。 

A.德国 

B.美国 

C.英国 

D.日本 

答案：A 

解析：社会保障制度由德国的俾斯麦政府于 19 世纪 80 年代首创，当时规定政府对工人受伤、病残和退休支

付一定数额的保险金。 

 

7.通过国家财政拨款，以保障贫困者的最低限度生活需要，属于（  ）。 

A.社会保险 

B.社会福利 

C.社会救助 

D.社会优抚 

答案：C 

解析：社会救助也称社会救济，是政府对生活在社会基本生活水平以下的贫困居民给予的基本生活保障。 

 

8.普遍津贴型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是（  ）。 

A.政府预算拨款 

B.个人缴费为主 

C.企业缴费为主 

D.国家、企业、个人共同负担 

答案：A 

解析：普遍津贴型是政府按照“人人有份”的福利原则举办的一种社会保障计划，其资金来源完全由政府预

算拨款。 

 

9.财政补贴与社会保障支出的区别主要体现在（  ） 

A.与相对价格体系的关系不同 

B.对象不同 

C.主体不同 

D.目的不同 

答案：A 

解析：财政补贴与社会保障支出的区别主要体现为与相对价格体系的关系不同。财政补贴可以改变相对价格

结构。 

 

10.税收的首要和基本职能是（  ）。 



A.政治职能 

B.分配职能 

C.财政职能 

D.社会职能 

 

答案：C 

解析：税收是各国取得财政收入的最主要形式，许多国家税收收入已达到财政收入比重 90%以上，可以说，

财政职能（或称收入职能）是税收的首要和基本职能。 

 

11.公共定价的对象不仅包括国家机关和各部门提供的公共物品，而且包括私人部门提供的公共物品。从定价

政策来看，（  ）属于管制定价或价格管制。 

A.能源 

B.交通 

C.煤 

D.金融 

 

答案：D 

解析：公共定价的对象不仅包括国家机关和各个部门提供的公共物品，而且包括私人部门提供的公共物品。

从定价政策来看，公共定价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纯公共定价，即政府直接制定的自然垄断行业 （如能源、通

信和交通等公共事业以及煤、石油、原子能等基础产品行业）的价格，二是管制定价或价格管制，即政府规定

涉及国计民生而又带有竞争性的行业（如金融、农业、高等教育和医药等行业）的价格。 

 

12.造成纳税人与负税人不一致的经济现象的原因是（  ）。 

A.税负转嫁 

B.税负归宿 

C.税收负担 

D.税源 

答案：A 

解析：税负转嫁，是指纳税人通过各种途径将应缴税额全部或部分地转给他人负担从而造成纳税人与负税人

不一致的经济现象。 

 

13.A 国居民李先生在 B 国取得所得 100000 元，已知 A 国实行居民管辖权，A 国税率为 20%；B 国实行收入来

源地管辖权，B 国税率为 10%。A、B 两国没有税收抵免的税收协定，则李先生这笔所得应纳税款为（  ）元。 

A.0 

B.10000 

C.20000 

D.30000 

 

答案：D 

解析：王先生所得应纳税款=100000×20%+100000×10%=30000 （元）。 

 

14.使国际重复征税得以彻底免除的方法是（  ）。 

A.低税法 

B.扣除法 

C.抵免法 

D.免税法 

 

答案：D 



解析：免税法亦称“豁免法”，是指居住国政府对其居民来源于非居住国的所得额，单方面放弃征税权，从而

使国际重复征税得以彻底免除。这种方法是承认收入来源地管辖权的独占地位，会使居住国利益损失较大，

所以，采用免税法的国家也很少。 

 

15.刘女士为甲国居民，2022 年度在乙国取得经营所得 100 万元，利息所得 10 万元。甲、乙两国经营所得的

税率分别为 30%和 20%，利息所得的税率分别为 10%和 20%。假设甲国对本国居民的境外所得实行分项抵免

限额法计税，则刘女士应在甲国纳税（  ）万元。 

A.0 

B.9 

C.10 

D.30 

 

答案：C 

解析：经营所得的抵免限额=100×30%=30（万元），来源于乙国的经营所得已纳税款=100×20%=20（万元），

小于抵免限额 30 万元，因此经营所得的已纳税款 20 万元可以全额得到抵免。在甲国需补税=30-20=10（万

元），利息所得的抵免限额=10×10%=1（万元），来源于乙国利息所得已纳税款=10×20%=2（万元），大于抵免

限额 1 万元，实际抵免额为 1 万元，因此不需要补缴利息所得税。故刘女士应在甲国纳税共计 10 万元。 

 

16.下列关于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 

A.采取赊销方式销售货物且未签订书面合同的，为货物发出的当天 

B.采取预收货款方式销售货物的，为收到预收款的当天 

C.采取分期收款方式销售货物的，为按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 

D.采取直接收款方式销售货物的，为收到销售款或取得索取销售款凭据的当天 

 

答案：B 

解析：采取预收货款方式销售货物的，其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货物发出的当天。但生产销售生产工期

超过 12 个月的大型机械设备、船舶、飞机等货物，为收到预收款或者书面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选项

B 错误。 

 

17.下列各项中，不属于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的三个维度的是（  ）。 

A.构建全方位预算绩效管理格局 

B.健全预算绩效评价标准体系 

C.建立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链条 

D.完善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体系 

 

答案：B 

解析：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的三个维度包括构建全方位预算绩效管理格局、建立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链条以及

完善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体系三个部分，不包括选项 B。 

 

18.下情况中，不应当征收增值税的是（  ）。 

A.某企业将自产货物分配给投资者 

B.某农民出售自家种植的蔬菜 

C.某钟表眼镜商店为顾客修理眼镜 

D.某企业委托酒厂加工白酒，收回后直接对外销售 

 

答案：B 

解析：将自产货物分配给投资者应视同销售，征收增值税。钟表眼镜商店为顾客修理眼镜，提供的是“修理”

货物的劳务，应征收增值税。某企业委托酒厂加工白酒，收回后直接对外销售，销售的“白酒”属于货物范



畴，应征收增值税。农业生产者销售的自产农产品属于增值税的免征项目。 

 

19.甲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20 年 3 月 1 日购进一台机器设备，自已使用 2 年后，2022 年 4 月 1 日将

其出售。售价 208 万元（含税）。甲公司应纳增值税（  ）万元。 

A.23.93 

B.35 

C.40.6 

D.12.55 

 

答案：A 

解析：一般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允许抵扣进项税的）按照法定税率 13%进行计算。甲公司应

纳增值税=208÷（1+13%）×13%≈23.93（万元）。 

 

20.某企业月末盘点时发现，上年购进已抵扣进项税额的纸张管理不善，被水浸泡发生霉烂，无法销售，按账

面成本 25 万元计入营业外支出；因市场价格下调，VCD 光盘账面价值减少了 8.4 万元。则该企业当月应转出

进项税额为（  ）万元。 

A.5.68 

B.3.25 

C.5.54 

D.4.52 

 

答案：B 

解析：市场价格调整导致价值量减少，不属于非正常损失，不作进项税额转出处理。无法准确确定进项税额

的，按当期实际成本计算应扣减的进项税额。非正常损失的进项税转出=25×13%=3.25（万元）。 

 

21.消费税纳税人以 1 个月或者 1 个季度为 1 个纳税期的，自期满之日起（  ）日内申报纳税。 

A.5 

B.7 

C.10 

D.15 

答案：D 

解析：消费税纳税人以 1 个月或者 1 个季度为 1 个纳税期的，自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申报纳税。 

 

22.某公司将一台设备运往境外加工，出境时向海关报明价值 10 万美元。支付出境运费 2000 美元和保险费

1500 美元；支付境外加工费 4000 美元，料件费 1000 美元；支付复运进境的运输费 2000 美元和保险费 500 美

元，假设当期汇率 6.1，关税税率 6%，则该企业应缴纳的关税为（  ）元。 

A.2745 

B.3560 

C.3980 

D.4520 

 

答案：A 

解析：运往境外加工的货物，出境时已向海关报明，并且在海关规定期限内复运进境的，应当以境外加工费

和料件费以及该货物复运进境的运输及其相关费用、保险费为基础审查确定完税价格。因此，该企业应缴纳

进口关税=（4000+1000+2000+500）×6.1×6%=2745（元）。 

 

23.某公司进口一批货物，海关于 2015 年 3 月 1 日填发税款缴款书，但公司迟至 3 月 27 日才缴纳 500 万元的

关税。海关应征收关税滞纳金（  ）万元。（滞纳金征收比率为 0.5‰） 



A.2.75 

B.3 

C.6.5 

D.6.75 

 

答案：B 

解析：纳税人应当自海关填发税款缴款书之日起 15 日内，向指定银行缴纳税款。纳税人在关税缴纳期限内未

缴纳税款，即构成关税滞纳。本题中，从 3 月 16 日开始构成关税滞纳，滞纳天数为 12 天（16 日-27 日）。滞

纳金=滞纳关税税额 X 滞纳金征收比率×滞纳天数。则海关应征收关税滞纳金=500×0.5‰×12=3（万元）。 

 

24.根据企业所得税的规定，以下各项中，最低折旧年限为 5 年的固定资产是（  ）。 

A.生产设备 

B.电子设备 

C.家具 

D.小轿车 

答案：C 

解析：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器具、工具、家具等最低折旧年限为 5 年。 

 

25.下列所得中，免征个人所得税的是（  ）。 

A.加班工资 

B.年终奖 

C.残疾人员所得 

D.离休工资 

答案：D 

解析：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发给干部、职工的安家费、退休费、退休工资、离休工资、离休生活补助费，免征个

人所得税。 

 

26.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下列利息支出不得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是（  ）。 

A.逾期偿还贷款的银行罚息 

B.非银行企业向营业机构支付的利息，不超过同期同类贷款利率 

C.在资产购置期间发生的合理的借款费用 

D.经过 12 个月以上的建造才能达到预定可销售状态的存货建造发生借款的利息支出 

 

答案：A 

解析：税前扣除的主要项目包括，工资、薪金；补充保险；利息；职工福利费；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业

务招待费，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环境保护、生态恢复等方面的专项资金，非居民企业境内机构、场所分摊境

外总机构费用；公益性捐赠支出。其中，非金融企业向非金融企业借款的利息支出，不超过按照金融企业同

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数额的部分，准予扣除。企业为购置、建造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经过 12 个月以上的

建造才能达到预定可销售状态的存货发生借款的，在有关资产购置、建造期间发生的合理的借款费用，应当

作为资本性支出计入有关资产的成本，并按税法规定扣除。 

 

27.下列各项个人所得中，适用 5%～35%超额累进税率的是（  ）。 

A.工资、薪金所得                  B.稿酬所得 

C.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      D.财产租赁所得 

答案：C 

解析：选项 A、B 的工资、薪金所得，稿酬所得属于综合所得的范畴，适用 3%～45%的超额累进税率；选项 D

应按照 20%的比例税率计算缴纳；选项 C 的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属于经营所得，适用 5%～35%超额

累进税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