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节 财政的职能

【知识点】资源配置职能——财政职能之一

一、资源配置职能的含义

1.资源配置是指政府通过对现有的人力、物力、财力等社会经济资源的合理调配，实现资源结构的合理化，

使其得到最有效地使用，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财政资源配置主体是政府。

3.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资源配置的方式是不同的。

（1）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起主导作用的是计划配置；

（2）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起主导作用的是市场配置。

4.财政资源配置的必要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之所以必须进行财政资源配置，两个原因：

（1）通过市场无法来提供和满足许多社会公共需要和公共物品；

（2）市场配置有一定的盲目性。

二、财政资源配置职能的范围

范围 具体内容

天然垄断行业的物

品

天然垄断行业的物品要以效率优先为原则，选择通过财政进行资源配置，或者通过市

场进行资源配置，但实行政府管制

公共物品 行政管理服务、法律设施、基础科学研究、国防、环境保护等

准公共物品 高等教育、医疗。准公共物品是政府决定的，生产准公共物品是政府职能的延伸

三、财政资源配置职能的机制和手段

1.实现资源在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之间的配置

这体现在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高低上。社会资源在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之间的分配比例,主要取

决于社会公共需要在整个社会需要中所占的比例，它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职能的转变和职能运行范围的

变化而变化的。

2.调节资源在不同地区之间的配置。

在世界范围内,由于历史、地理和自然等多方面的原因,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普遍存在, 财政资源配置

职能应在这方面发挥作用。其主要是通过税收、投资、财政补贴和财政体制中的转移支付等手段和政策来实

现。

3.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保证重点支出，压缩一般支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明确规定了当前优化财政

支出结构的要求：向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农业、就业等民生领域倾斜；向困难地区和群体倾斜；向

科技创新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倾斜。

4.合理安排财政投资的规模和结构

保证在经济运行新常态下，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着力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推动供给侧结构化改革。

财政投资要坚持退出竞争性领域，切忌越俎代庖，防止阻碍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5.创新财政资源配置方式

大幅度减少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大力提倡采取 PPP 方式，带动民间资本的发展，同时对每项生产性投资的确

定和考核都要进行成本—效益分析，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增进效益。



【知识点】收入分配的职能——财政职能之一

一、收入分配职能的含义及目标

1.收入分配职能的含义：指财政在国民收入分配中，通过对参与收入分配的各主体利益关系的调节，从而实

现社会公平合理分配的目标。

2.收入分配的核心问题：实现公平分配。

层次 具体内容

经济公平 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由等价交换来实现的，强调要素投入与要素收入相对称

社会公平 通常是指收入差距维持在各阶层居民所能承受的范围内

3.目标：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