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一章  政府间财政关系 

 

【大纲要求】 

理解政府间财政关系划分的基本理论， 

熟悉政府间收支划分的制度安排， 

了解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内容， 

了解政府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调整改革。 

 

【考情分析】 

从历年考题看，题型主要以单选题为主，较少涉及多选题，无案例分析题，分值 7 分左右。 

单选 多选 合计 

5 题 5 分 1 题 2 分 6 题 7 分 

 

第一节  财政分权理论 

 

【知识点】财政分权理论 

财政分权理论包括四方面的内容，具体如图所示。 

 

 

一、公共产品和服务理论  

分类 概念 特征 

全国性公共物

品和服务 

那些与国家整体有关的、各社会成员均可享用

的产品和服务，其受益范围是全国性的，如国

防 

（1）其受益范围被限定在整个国家的疆

域之内； 

（2）提供者为中央政府 

地方性公共物

品和服务 

那些只能满足某一特定地区（而非全国）范围

内居民的公共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如路灯等城

市基础设施 

（1）其受益范围具有地方局限性； 

（2）提供者为各级地方政府 

 

【提示】1.研究财政分权问题的出发点是分析公共物品和服务受益范围的层次性。 

2.从公共产品和服务及个人偏好角度出发来构建财政分权理论框架的，以沃伦斯•欧茨《财政联邦主义》和查

尔斯•提布特的理论最具代表性。  

 

二、集权分权理论 

中央政府是国家利益的代表者，地方政府是地方利益的代表者，因此需要处理政府的集权与分权问题。政治

上的分权必然引发经济上的分权，即财政分权。 

 

三、财政联邦主义 

1.财政联邦主义就是财政分权，其精髓在于使地方政府依据合适与合意的财政自主权进行决策。具体来讲，就

是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权力和支出责任范围，并允许地方政府自主决定其预算支出的规模与结构。 



2.它为地方分权提供了强有力的理由 

① 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了解其辖区民众的需求和效用； 

② 地方政府是实现不同地区的人对公共产品和服务进行各自选择的机制。 

 

3.结论： 

（1）为了实现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与分配的公平性，某些公共决策应该在最低层次的政府进行。 

（2）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更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四、俱乐部理论 

1.主要研究非纯公共品的供给、需求与均衡数量。 

2.论证了地方政府的适当规模问题，即一个地方政府的规模，应该确定在拥挤成本（边际成本）正好等于由新

成员承担税收份额所带来的边际收益这一点上。因此在理论上能够断定，如果存在多个地方政府，就可以通

过人们在不同辖区之间进行移居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例-单选题】精髓在于使地方政府拥有合适与合意的财政决策自主权的理论是（  ）。 

A.公共产品及服务理论 

B.重商主义理论 

C.财政联邦主义 

D.俱乐部理论 

答案：C 

解析：财政联邦主义就是财政分权，其精髓在于使地方政府依据合适与合意的财政自主权进行决策。 

 

第二节  政府间收支划分的制度安排 

 

【知识点】政府间收支划分的制度安排 

一、政府间事权划分的原则 

政府间事权划分的原则，具体如表所示。 

原则 解释 

信息复杂性原则 
适合于国家来管理——信息复杂程度低一点，属于全局性的事务。 

适合于地方政府管理——信息处理较为复杂，易造成信息不对称的事务。 

激励相容原则  激励相容即为各级政府都按划定的职能做好自己事情的，就可以使全局利益最大化 

外部性原则 

各项公共服务的提供，应该由控制着这一服务的效益与成本内部化的最小地理区域

的辖区来进行。 

只要不至于产生服务成本与受益在辖区内的不匹配，公共服务的供应责任就应该尽

可能下放到最低层级的辖区。 

 

二、政府间事权划分的具体做法 

具体事务 具体做法 

外交事务 外交事务划归中央专门管理 

国防事务 以中央直接管辖为主  

司法事务 世界各国的司法体制分为分权、集权为主和高度集权三类 

文化教育事务 既有由中央负责执行的，也有由地方政府负责执行的，还有由中央和地方共同负责  



公安事务 
中央对如国籍管理、出入境管理等事关国家主权的公安事务，实行专门管理，对于维护

国家安全与秩序的主要工具——警察，则由中央与地方共同管辖 

内政事务 地方机构的建制由地方决定并建立。中央机构的建制由中央决定，地方与中央分别建立 

经济事务 
由国家统一管理信用、货币和银行体系，各国实行的是以中央集中管理为主、地方协助

管理为辅的财政金融管理体制 

 

三、政府间财政支出的划分 

1.财政支出划分的原则 

财政支出划分的原则有三项，具体如表所示。 

原则 解释 

公平性原则 各级政府的财权财力划分应相对平衡，包括纵向均衡和横向均衡。 

与事权相对称原则 一级事权必须有一级财力作保证。 

权责结合原则 是划分支出的依据，即解决财权财力与财政责任的结合问题。 

 

2.我国财政支出划分的具体做法 

（1）总额分成。 

（2）定额上缴。 

（3）统收统支——收支两条线。 

（4）收入分类分成。 

（5）分税制。 

 

四、政府间收入的划分 

1.税收收入划分的原则 

原则 划分标准 举例 

适应原

则 

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收入的标准是税基的宽窄。归中央

政府的是税基宽的税种，归地方政府的是税基狭窄的税

种。 

增值税应属于中央税，房产税应属于

地方税。 

恰当原

则 

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收入的标准是以税收负担的分配是

否公平。 
如所得税划归中央政府。 

效率 

原则 
划分中央和地方收入的标准是征税效率的高低。 

所得税一般由中央政府征收，土地税

或财产税一般划为地方税。 

经济利

益原则 
划分中央与地方收入是以增进经济利益为标准 如增值税、消费税划归中央。 

 

2.税收收入划分的方式 

划分方式 解释 

分割税种 按税种划分中央、地方、中央与地方共享。 



分割税额 
又称收入分享，其具体做法为：先统一征税，然后再按照一定比例在中央与地方政府

之间加以分割。如“总额分成” 

分割税率 对同一课税对象由各级财政按照不同的税率征收 

分割税制 分别设立中央税和地方税两个相互独立的税收制度和税收管理体系 

混合型 在现代经济社会条件下，通常采用混合型的税收分割方式 

 

3.税收收入划分的具体做法  

（1）将那些税基流动性大的税种划归中央政府，如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 

（2）将那些税基流动性较小的，税源分布较广（不易统一征收）的税种划归地方政府，如土地增值税、房产

税等。 

（3）将那些与稳定国民经济有关以及与收入再分配有关的税种，划归中央政府，如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3.税收收入划分的具体做法  

（4）如果某些自然资源在地区间分布不均匀，则与自然资源有关的税种（如资源税）应该划归中央政府，如

果分布均匀，则划归地方政府。 

（5）将进出口关税和其他收费全部划归中央政府。 

 

五、政府间收支的调节制度 

（1）横向均衡是指在各地区间实现基本公共物品的供给标准和供给数量的均等化。 

（2）纵向均衡是指使各级政府在履行各自的职责时有必要的财力做保障，也就是使各级政府的资金来源与各

自的支出责任相对称。 

（3）政府间转移性收支。 

政府间调节制度包括各级预算间的纵向调节和各地区预算间的横向调节。调节的主要手段是政府间的转移支

付。 

 

六、政府间财政管理权的划分 

1.政府预算管理级次  

一级政府一级预算，我国分为中央、省、市、县、乡五级。 

2.预算管理权限的划分   

（1）各单位的预算管理权。各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上缴预算收入，安排预算支出，编制本单位预算、决算草案。 

（2）各部门的预算管理权。各部门编制本部门预算、决算草案；对本部门预算的执行进行组织和监督，并定

期向本级政府财政部门报告。 

 

（3）预算管理的职能部门是各级财政部门。主要职权有：具体编制预算、决算草案；组织预算的执行；编制

预算的调整方案；提出预算预备费动用方案；定期报告预算的执行情况等。 

（4）预算管理的国家行政机关是各级人民政府。主要职权有：编制预算、决算草案；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做

出关于预算草案的报告；组织预算的执行；编制预算调整方案；决定预备费的动用；监督预算执行等。 

 

（5）审查、批准预决算的权力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总预算草案及总预算执行情

况的报告；批准本级预算和本级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各级人大常委会的职权：监督预算的执行；审查和批准预算的调整方案；审查和批准决算。 

财政经济委员的职权：对预算草案初步方案及上一年预算执行情况、预算调整初步方案和决算草案进行初步

审查，提出初步审查意见。 

 

【例-多选题】以下属于中央税的有（  ）。 



A.税基流动性小的税种 

B.与稳定国民经济有关的税种 

C.与收入再分配有关的税种 

D.与自然资源有关的且地区间分布不均匀的税种 

E.税源分布较广的税种 

答案：BCD 

解析：将那些税基流动性较小的，税源分布较广（不易统一征收）的税种划归地方政府，如土地增值税、房产

税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