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部分 财政

考点：公共物品

特征
消费上的非竞争性 强调集体提供公共物品的潜在收益

消费上的非排他性 指出通过市场机制提供公共物品的潜在困难

需 求

显示

私人物品的

需求显示
私人物品需求显示通过自愿的市场交易实现

公共物品的

需求显示

通过具有强制性的政治交易实现的

【提示】常见的多数决策规则有：相对多数决策、二轮决选制、逆向

排除法、博尔达计分法、孔多塞规则、赞同投票等

融资

政府融资

（强制融资）
难以满足社会成员对公共物品的多样化需求

私人融资

（自愿融资）
导致公共物品供给数量不足和结构不平衡

联合融资 政府以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等方式，鼓励私人机构提供公共物品

生产

政府生产 政府生产和合同外包是两种典型的生产方式

合同外包 公共服务提供私有化的表现

其他方式 特许经营、合同委托等

考点：财政的基本职能

资源配置职能 收入分配职能 经济稳定和发展职能

根据政府职能的范围，财政资源配置范

围应当是市场失灵而社会又需要的公

共物品和服务的领域

收入分配职能的目标——实

现公平收入分配

充分就业

物价稳定

经济增长

国际收支平衡

考点：财政支出规模增长理论

资源配置职能 收入分配职能 经济稳定和发展职能

（1）从总量上实现高效社会资源

配置原则

（2）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3）为公共工程提供必要的资金

保障

（4）通过政府直接投资、财政贴

息、税收优惠方式，引导和调节社

会投资方向，提高社会整体投资效

率

（5）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提高

财政自身管理和运营效率

（1）明确市场和政府

对社会收入分配的范

围和界限

（2）加强税收调节。

企业所得税、个人所

得税和资源税

（3）发挥财政转移支

付作用

（4）发挥公共支出的

作用

—

（1）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推

动社会总供求的基本平衡，保证物价和经济发展

稳定，实现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

（2）通过税收、财政补贴、财政贴息、公债等，

调节社会投资需求水平，影响就业水平，使经济

保持一定的增长；通过财政直接投资，调节社会

经济结构，调节社会有效供给能力

（3）通过税收等调节个人消费水平和结构

（4）财政加大对节约资源、能源和环境保护的

投入，加大对科技、文化、卫生、教育事业的投

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等，实现经济和社会



的协调健康发展

（德国）瓦格纳法则—“政

府活动扩张法则”

对 19 世纪 80 年代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财政支出资料研究得

出

（1）工业化—市场活动增加—政府参与—财政支出增加

（2）纠正资源配置效率的负面影响—政府参与—财政支出增加

（3）经济增长—文化、教育、福利等增加政府支出

（英国）皮考克和魏斯曼

—“梯度渐进增长理论”

对英国 1890～1955 年公共支出的历史数据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该理论

（1）内在原因：公众可容忍税收水平的提高，是公共支出增长的内在原因

（2）外在原因：突变动荡，公众所能接受的税收水平提高。突变结束，财政支

出呈现梯度增长趋势

（美国）马斯格雷夫—“经

济发展阶段增长理论”

财政支出数量的变化，是随着不同时期财政支出作用的变化而变化的

初期阶段，中期阶段，成熟阶段

（美国）鲍莫尔—“非均

衡增长理论”

通过分析公共部门平均劳动生产率的状况，解释了财政支出增长原因

进步部门，非进步部门

公共选择学派 选民，政治家，官僚行为，民主制度

考点：财政支出效益分析方法

一、成本-效益分析法

根据国家所确定的建设目标，提出若干个实现建设目标的方案，通过计算成本-效益的比率来分析比较不同方

案的效益，从中选择最优的支出方案，以实现财政支出效益最大化的一种方法。（所有成本和所有效益）

二、最低费用选择法

含义：最低费用选择法是指对每个备选的财政支出方案进行经济分析时，只计算备选方案的有形成本，而不

用货币计算备选方案支出的社会效益，并以成本最低为择优的标准。简单来说，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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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法主要适用于军事、行政、文化、卫生等支出项目。

三、公共劳务收费法

公共劳务收费法在对公共物品定价时，可区别不同公共物品的性质采取不同的定价方法，主要有以下四种政

策方法：

1.免费政策 名族整体利益，普遍使用。义务教育，注射疫苗，社会效益。

2.低价政策 国家总体利益，免费又造成资源浪费的公共劳务，医疗保障。

3.平价政策
从国家和民族利益看，无须特别鼓励使用，也不必加以限制的公共劳务。公园，

邮电，公路，铁路。平价政策可以弥补该项公共劳务的人力，物力消耗。

4.高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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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华地段机动

车停车费。

四、公共定价法

（一）含义：公共定价法是指政府相关管理部门通过一定程序和规则制定提供公共物品的价格和收费标准方

法。



（二）分类：1.平均成本定价法

2.二部定价法

3.负荷定价法

考点：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功能比较

购买性支出 转移性支出

包括 政府消费性支出和政府投资性支出。
政府补助支出、捐赠支出和债务利息

支出。

特点 有偿性、等价性 无偿性、非等价性

生产与就业影响 直接刺激社会生产规模扩大 只发生间接的影响作用

对政府支出效益约束的

强度
对政府较强效益约束 对政府效益约束较弱

体现财政职能
在财政支出总额中，所占比重大，表明财

政具有较强的资源配置职能。

在财政支出总额中，所占比重大，表

明财政具有较强的收入分配职能。

考点：税收分类

按课税对象的不同划分

（1）货物劳务税：我国税收收入中的主体税种，占比 60%左右，包括增值税、

消费税、关税等

（2）所得税：包括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3）财产税：包括房产税、契税、车船税等

（4）资源税类：包括资源税和，土地增值税，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等

（5）行为目的税类：包括印花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环境保护税，烟叶税，

车辆购置税，船舶吨税。

按计量课税对象的标准不同

划分

（1）从价税：增值税、所得税等

（2）从量税：消费税中的啤酒、汽油、柴油等

按税收与价格的关系划分
（1）价内税

（2）价外税

按税负能否转嫁划分

（1）直接税：纳税人即负税人

如所得税、财产税

（2）间接税：纳税人能将税负转嫁给他人负担

如各种货物劳务税

按税收管理权限和

使用权限划分

（1）中央税：如消费税、关税、证券交易印花税、车辆购置税，船舶吨税

（2）地方税：如契税、房产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城市维

护建设税，车船税，印花税（证券交易印花税以外），烟叶税等

（3）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如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等

考点：增值税



征税范围
货物的生产、批发、零售、进口四个环节

覆盖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

纳税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销售服务、无形资产或者

不动产，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

区分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

税

率

1
销售或进口货物除列举的外；提供有形动产租赁服务、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和应税

服务，除适用低税率范围外
13%

2

（1）粮食、食用植物油

9%

（2）自来水、暖气、冷气、热水、煤气、石油液化气、天然气、沼气、居民用煤炭制

品、二甲醚

（3）图书、报纸、杂志、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

（4）农产品、饲料、化肥、农药、农机、农膜

（5）食用盐

（6）交通运输、邮政、基础电信、建筑、不动产租赁服务，销售不动产，转让土地使

用权

税

率

3
（1）出口货物，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

0
（2）符合规定的境内单位和个人跨境销售服务、无形资产行为

4
增值电信服务、金融服务、生活服务以及除不动产租赁以外的现代服务，除转让土地使

用权之外的销售无形资产
6%

征收率
小规模纳税人和特定一般纳税人 3%

销售自行开发、取得、自建的不动产以及不动产经营租赁服务 5%

考点：增值税征收管理

发票管理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货物、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和发生应税行为，应使用增值税发票管理新系统开具增

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普通发票、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

增值税专用发票由基本联次或者基本联次附加其他联次构成，基本联次分为三联:发票联、抵扣联和记账联。

发票联作为购买方核算采购成本和增值税进项税额的记账凭证。

抵扣联作为购买方报送主管税务机关认证和留存备查的凭证。

记账联作为销售方核算销售收入和增值税销项税额的记账凭证。

其他联次用途，由一般纳税人自行确定。一般纳税人凭“发票领购簿”、IC 卡和经办人身份证明领购增值税专

用发票。

考点：消费税

概念
是对特定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征收的一种税

目的：调整产品结构、引导消费方向、保证国家财政收入



【提示】我国消费税是在对货物普遍征收增值税的基础上，选择少数消费品再征收一道消

费税

征税范围和纳税

人

列举征税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应税消费品的单位和个人

税目 15 类消费品

税率 比例税率和定额税率两种基本形式

15 类消费品征收消费税

烟 酒 — — —

高档化妆品 贵重首饰及珠宝玉石 高尔夫球及球具 高档手表 游艇

鞭炮焰火 摩托车 小汽车 涂料 电池

成品油 木制一次性筷子 实木地板 — —

考点：关税征收管理

关税的缴纳

进口货物的纳税人应当自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起 14 日内，出口货物的纳税人除海关特准的以外，应当在货

物运抵海关监管区后、装货的 24 小时以前，向货物的进岀境地海关申报，海关根据税则归类和完税价格计算

应缴纳的关税和进口环节代在税款缴款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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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关税缴款期限届满日遇星期六、星期日等休息日或者法定节假日，则关税缴纳期限顺延至休息日或者法定

节假日之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关税纳税人因不可抗力或者在国家税收政策调整的情形下，不能按期缴纳税款的，经依法提供税款担保后，

可以延期缴纳税款，但最长不得超过 6 个月。

补征 进出境货物和物品放行后，海关发现少征或者漏征税款的，当自缴纳税款或者货物、物品放行之日

起 1 年内，向纳税人补征税款；

追征 因纳税人违反规定而造成的少征或者漏征税款的，海关可以自纳税人缴纳税款或者货物、物品放行

之日起 3 年以内追征税款，并从缴纳税款或者货物、物品放行之日起按日加收少征或者漏征税款万

分之五的滞纳金；

海关发现其监管货物因纳税人违反规定造成少征或者漏征税款的，应当自纳税人应缴纳税款之日起

3 年内追征税款，并从应缴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少征或者漏征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退还 纳税 人发现多缴税款的，自缴纳税款之日起 1 年内，可以以书面形式要求海关退还多缴的税款并

加算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海关应当自受理退税申请之日起 30 日内查实并通知纳税人办理退还

手续。纳税人应当自收到通知之日起 3 个月内办理有关退税手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