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章 财政法律制度

本章考情分析

本章上年分值 11 分，与其他章节相比，考点较散乱，绝大多数考点需要死记硬背，复习难度较大。

2023 年“预算法”大量调整变化，其他内容有部分调整变化，考试题型全部为客观题。

本章基本结构框架

第一节 预算法律制度

第二节 国有资产管理法律制度

第三节 政府采购法律制度

第一节 预算法律制度

考点 1：预算的概念（★）

1、概念

预算，也称政府预算或财政预算，是指由政府各部门编制、经本级政府同意提交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 、

按此执行的年度财政收支计划。

2、一级政府一级预算

我国的预算共分为五级，分别是：

（1）中央预算；

（2）省、自治区、直辖市预算；

（3）设区的市、自治州预算；

（4）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预算；

（5）乡、民族乡、镇预算。

3、分税制

（1）国家实行中央和地方分税制。

（2）实行分税制的预算管理体制，有利于稳定中央与地方各级预算收入来源，明确各级预算管理的职责权限，

充分调动各级政府预算管理的积极性，克服权责不清的管理弊端。（2023 年新增）

4、财政转移支付（2023 年调整）

（1）国家实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应当规范、公平、公开，以推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为主要目标。

（2）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包括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和地方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

（3）政府间转移支付分为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两类。

5、一般性转移支付

一般性转移支付，是指不规定具体用途，由下级政府统筹安排使用，旨在均衡地区间基本财力水平的预算资

金。一般性转移支付是财政转移支付的主体。一般性转移支付包括：

（1）均衡性转移支付；

（2）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财力补助；

（3）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

6、专项转移支付

（1）专项转移支付，是指上级政府为了实现特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给予下级政府，并由下级政府按照上

级政府规定的用途安排使用的预算资金。

（2）上级政府在安排专项转移支付时，不得要求下级政府承担配套资金。但是，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应当由上

下级政府共同承担的事项除外。

（3）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事项不得设立专项转移支付。

（4）专项转移支付实行定期评估和退出机制，县级以上各级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对专项转移支付进行定期

评估。

7、预算管理职权

一个完整的预算管理、运行流程包括预算的编制、审批、执行和决算四个阶段，因而预算管理职权包括预算



的编制权、审批权、执行权、调整权、监督权等权限。

【例-单选题】根据预算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关于财政转移支付的表述中，不正确的是（ ）。

A.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包括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和地方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

B.均衡性转移支付属于一般性转移支付

C.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财力补助属于专项转移支付

D.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事项不得设立专项转移支付

答案：C

解析：选项 C：属于一般性转移支付。

考点 2：预算管理职权（★）

预算管理职权是指各级预算主体在预算活动中享有的权利和职责。预算管理职权包括预算的编制权、审批权、

执行权、调整权、监督权等。

【注意】先编再审，通过后执行，有问题再调整，过程中要监督。

【总结】谁来批准？

由谁批准？

审查、批准预算草案 县级以上人大

预算执行的监督 县级以上人大常委会

调整方案的审批 县级以上人大常委会

决算草案的审批 县级以上人大常委会

【解释】乡镇一级只有人大，没有人大常委会，所以乡镇一级的监督审批部门是“乡镇一级的人大”，而非“乡

镇一级的人大常委会”。

考点 3：预算收支范围（★★）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种）

1、税收收入

税收收入是国家预算收入的最主要的部分。占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80%以上。

【注意】目前我国共有 18 个税种：

征收部门 税种

税务部门

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城市维护建设税、

印花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车船税、车辆购置税、烟叶税、耕地占用税、契税、环境保

护税等。

海关 关税、船舶吨税、进口环节的增值税、消费税由海关代征。

【解释】出口产品退税（增值税、消费税）由税务机关负责办理。

2、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举例】城市排水设施有偿使用费。

3、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举例】转让土地使用权收入、矿业权出让收入。

4、转移性收入

是指上级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下级上解收入、调入资金以及按照财政部规定列入转移性收入的无隶属关系

政府的无偿援助。

5、其他收入

罚没收入、以政府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等。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按照其功能分类：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外交、公共安全、国防支出；

（3）农业、环境保护支出；



（4）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支出；

（5）社会保障及就业支出和其他支出。

2、按照其经济性质分类：

（1）工资福利支出；

（2）商品和服务支出；

（3）资本性支出；

（4）其他支出。

【例-多选题】根据预算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各项中，属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有（ ）。

A.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B.税收收入

C.转移性收入

D.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答案：ABCD

解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主要包括税收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转移

性收入和其他收入。

考点 4：预算编制（★★★）

1、预算编制的对象是预算草案。预算草案在未经权力机关批准之前，仅是一种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国家预算。

2、“预算年度”自公历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预算收入和支出以人民币元为计算单位。

3、各级预算收入的编制，应当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与财政政策相衔接。

4、中央一般公共预算中必需的部分资金，可以通过举借国内和国外债务等方式筹措，举借债务应当控制适当

的规模，保持合理的结构。对中央一般公共预算中举借的债务实行余额管理，余额的规模不得超过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批准的限额。

【解释】所谓余额管理，是指国务院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中央一般公共预算债务的余额限额内，决定

发债规模、品种、期限和时点的管理方式。这里的余额，是指中央一般公共预算中举借债务未偿还的本金。（2023

年新增）

5、各级政府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不能支出>收入）

【注意】经国务院批准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预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的部分资金，可以在国务院确定的限

额内，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举借债务的方式筹措。举借债务的规模，由国务院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解释】举借债务的规模，是指各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限额的总和，包括一般债务限额和专项债务限额:（2023

年新增）

（1）一般债务是指列入一般公共预算用于公益性事业发展的一般债券、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外国政府和

国际经济组织贷款转贷债务；

（2）专项债务是指列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用于有收益的公益性事业发展的专项债券。

6、各级预算支出应当依照《预算法》规定，按其功能和经济性质分类编制。

7、各级政府、各部门、各单位应当依照《预算法》规定，将所有政府收入全部列入预算，不得隐瞒、少列。

8、各级预算支出的编制，应当贯彻勤俭节约的原则，严格控制各部门、各单位的机关运行经费和楼堂馆所等

基本建设支出。

9、中央预算和有关地方预算中应当安排必要的资金，用于扶助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发

展经济社会建设事业。（2023 年新增）

10、预备费

各级一般公共预算应当按照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额的 1％～3％设置预备费，用于当年预算执行中的自然灾

害等突发事件处理增加的支出及其他难以预见的开支。

11、预算周转金

各级一般公共预算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可以设置预算周转金，用于本级政府调剂预算年度内季节性收支差额。



【例-单选题】根据预算法律制度的规定，我国预算年度的起止日期为（ ）。

A.自公历 4 月 1 日起，至次年 3月 31 日止

B.自公历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C.自公历 6 月 1 日起，至次年 5月 31 日止

D.自公历 10 月 1 日起，至次年 9 月 30 日止

答案：B

解析：“预算年度”自公历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