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节 财政支出的效益分析 

 

【知识点】财政支出效益 

一、财政支出效益分析的特点 

财政支出效益分析与微观经济组织生产经营支出效益分析的差异具体内容如下表所示。 

 

比较项目 微观经济组织生产经营支出 政府财政支出 

1.择优标准不同 所费最少、所得最多 社会效益最大化 

2.计算所费 

与所得的范围不同 
直接的所费和所得 

① 社会所付代价和所获利益 

② 政府的投入及效益 

③ 直接的、有形的所费与所得 

④ 间接的、无形的所费与所得 

3.效益衡量标准不同 单纯的经济效益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二、财政支出效益分析的方法 

 

 

1.最低费用选择法 

（1）最低费用选择法的含义：选择那些可以达到财政支出目的，使用最少的费用的方案，以成本最低作为择

优的标准。 

（2）最低费用选择法是“成本--效益”分析法的补充，最早起源于美国。 

（3）最低费用选择法适用于行政、军事、卫生、文化等领域。 

 

2.“成本--效益”分析法 

（1）基本原理：对那些可供选择的方案，计算出各方案的全部预期成本和全部预期效益，通过计算“成本--

效益”比率，来比较不同项目或方案的效益，从而选择最优的支出方案，据此支拨和使用财政资金。 

（2）适用领域：适用于那些有直接经济效益的支出项目，特别适用于投资性支出项目。如基本建设投资支出。 

 

（3）“成本-效益”分析中，需考虑的成本、效益状况。   

❶ 实际成本、效益与金融成本、效益。 

实际成本是指由于建设该项目而实际耗费的人力、物力以及对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的实际损失； 

实际效益是指由于建设该项目而更多地生产出的社会财富，以及带来的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金融成本与效益是指由于该项目的建设，使得社会经济的某些方面受到影响，致使相关产品价格上升或下降，

从而使某些单位或个人增加或减少了收入。 

 

❷ 直接成本效益与间接成本、效益。 

直接成本包括为建设、管理和维护该项工程而投入的人力、物力和价值； 

直接效益是指该项工程直接增加的商品量和劳务量，以及使社会成本得以降低的价值。 

间接成本是指由于建设该工程而产生的人力和物力的耗费，以及通过连锁效应而引起相关部门产生的人力和

物力的耗费； 

间接效益是指与该工程相关联部门的产量的增加，以及得到的其他社会福利。 



❸ 有形成本、效益与无形成本、效益。 

有形成本与效益是指可以用价格计算的，且按惯例应计入会计账目的一切成本和效益。 

无形成本与效益则是指不能由市场估价的，因而也不能入账的一切成本和效益。 

此外，还有内部成本效益与外部成本、效益，中间成本、效益与最终成本、效益等分类。 

 

三、公共定价的一般方法 

1.概念：公共定价法是政府相关管理部门通过一定的程序和规则制定提供公共物品的价格和收费标准。它是政

府保证公共物品提供和实施公共物品管理的一项重要职责。 

2.公共定价一般包括两个方面：  

❶ 是纯公共定价，即政府直接制定自然垄断行业的价格如能源、通信和交通等公共事业以及煤、石油、原子

能等基础产品行业价格； 

❷ 是管制定价，即政府规定涉及国计民生而又带有竞争性行业的价格。如金融、农业、高等教育和医药等行

业价格。 

 

3.公共定价的政策 

公共定价是通过制定合理的价格与收费标准，实现对公共物品和公共劳务有效、节约地使用。对公共劳务的

定价政策一般有四种情况，即免费、低价、平价和高价。 

 

公共定价政策 

定价政策 适用范围 举例 

高价政策 
适用于从全社会利益来看必须限制使用的公共劳务。既可以

达到有效限制使用的目的，又可以带来较多的财政收入 

繁华阶段的机动车停车收费、某

些国有稀有资源、卷烟 

平价政策 
适用于即不鼓励也不限制的公共商品，能在一定程度上补偿

政府提供公共劳务中所消费的人、财、物的耗费 
公园、公路、铁路、医疗 

免费和低

价政策 

适用于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实行的公共商品，但公众尚不

能全部自觉使用的公共劳务 

强制进行义务教育，强制注射疫

苗 

【提示】公共定价只适用于可以买卖的、适用于采用定价收费方法管理的公共服务部门。 

 

4.公共定价的一般方法： 

❶ 负荷定价法是根据不同时间段或时期的需要制定不同的价格。在电力、燃气、电话等行业，按照需求状况

制定不同的价格。在需求处于最高峰时，收费最高，而处于最低峰时，收费最低。 

例如，电力的消费在炎热的夏季往往形成耗电高峰；消费的高峰时间，需求是较为缺乏弹性，应定较高的价

格，而在低谷时间应定较低的价格。 

 

❷ 二部定价方法将价格分为基本费和从量费两个部分的定价方法。 

基本费与使用量无关的按月或按年支付，有助于企业财务稳定 

从量费按使用量支付，现在几乎所有受价格管制的行业（如电力、燃气、电信等自然垄断行业）普遍采用这种

定价方法 

 

❸ 平均成本定价法指在保持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劳务的企业和事业单位对外收支平衡，采取尽可能使经济福

利最大化的定价方式 

公共物品的边际成本定价是最理想的定价方式，但这种定价会使企业长期处于亏损状态，必须依靠财政补贴

维持运行，长此以往，很难保证企业按质按量的提供公共物品。 

在成本递减行业，为了使企业基本保持收支平衡，公共定价或价格管制一般采取按高于边际成本的平均成本

定价。 



 

【例-单选题】按照不同时间段或时期的需求制定不同价格的公共定价方法是（  ）。 

A.平均成本定价法      

B.二部定价法 

C.时限定价法      

D.负荷定价法 

答案：D 

解析：负荷定价法是指对不同时间段或时期的需要制定不同的价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