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点 4】影响财政收入规模的主要因素★ 

 

三、财政收入规模的确定 

1、效率标准   

考虑财政收入规模是否有利于促进社会资源的充分有效利用和国民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2、公平标准 

经济条件和资源占有条件不同的企业和个人，应当承担不同的财税负担。经济条件和资源占有条件相同的

企业和个人应该承担相同的财税负担。 

3、我国常用“两个比重”来间接地反映效率与公平的兼顾程度。 

“两个比重”就是指全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 

 

【习题演练】 

 

【多选题】在我国，人们经常提到有关财政的“两个比重”指的是(  )。  

A.全国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 

B.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C.全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D.全国财政收入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 

E.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 

 

【答案】CE 

【解析】本题考查财政收入规模的确定。“两个比重”就是指全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中央财政

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 

 

【单选题】当价格总水平上涨幅度高于财政收入增长幅度时，表明财政收入的增长状况是（   ）。 

A.名义增长而实际负增长 

B.实际增长而名义负增长 

C.名义增长低于其实际增长 

D.名义增长等于其实际增长 

 

【答案】A 

【解析】价格总水平升降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当价格总水平上涨高于财政收入增长水平，财政名义收入增长

而实际负增长。 

 

【考点 5】政府债务收入★★ 

一、政府债务收入的含义和特征 

含义 是政府以债务人身份，依据有借有还的信用原则取得的资金来源。 

特征 有偿性，自愿性，灵活性，非经常性。 

包括 
国家公债和地方公债，我国的公债一般指中央政府的债务。 

我国预算法规定：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习题演练】 

 

【多选题】政府债务收入的特征主要有(  )。（2023 补考真题） 

A.强制性 

B.固定性 



C.灵活性 

D.自愿性 

E.有偿性 

 

【答案】CDE 

【解析】政府债务收入作为财政收入的形式之一，与其他财政收入形式比较，具有如下特征:有偿性、自愿性、

灵活性。 

 

二、政府债务的经济影响 

积极 

（1）弥补财政赤字——发行公债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增加税收、发行国债、向

银行透支） 

（2）筹集政府投资资金 

（3）调节经济 

消极 

（1）不考虑政府偿还能力，长期实行赤字财政政策，通过发行公债取得收入弥补财政赤字，

会成为财政的沉重负担。 

（2）会增加纳税人的负担（偿还公债的最终收入来源是税收） 

（3）可能会产生财政“挤出效应” 

（4）有可能引发通货膨胀 

 

【习题演练】 

 

【多选题】关于政府发行公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说法，正确的有（ ） 

A.公债能弥补财政赤字，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B.政府发行公债不会增加政府的支出 

C.政府发行公债一定不会增加纳税人负担 

D.政府发行公债一定会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 

E.政府取得公债收入可能会产生财政“挤出效应” 

 

【答案】AE 

【解析】公债在起到弥补财政赤字，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作用的同时，如果发行公债超过一定限度，会对经济

社会发展带来消极影响。（1）如果不考虑政府偿还能力，长期实行赤字财政政策，通过发行公债取得收入弥

补财政赤字，会使财政背上沉重的负担。因为公债是有偿的，到期要还本付息，这将增加政府的支出。（2）会

增加纳税人的负担。（3）政府取得公债收入，可能会产生财政“挤出效应”。（4）如果公债发行过多地被银行承

购，会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 

 

【多选题】如果政府发行公债的规模过大，超过一定限度，将可能出现的情况有（   ）。 

A.产生财政“挤出”效应 

B.减轻财政负担  

C.增加纳税人负担 

D.减轻纳税人负担  

E.引发通货膨胀 

 

【答案】ACE 

【解析】政府发行公债消极影响： 

（1）不考虑政府偿还能力，长期实行赤字财政政策，通过发行公债取得收入弥补财政赤字，会成为财政的沉

重负担。 



（2）会增加纳税人的负担（偿还公债的最终收入来源是税收） 

（3）可能会产生财政“挤出效应” 

（4）有可能引发通货膨胀 

 

三、政府债务收入规模的衡量指标 

国债依存度 
国债发行规模与当年财政支出的比率关系 

国债依存度=当年国债发行额/中央财政支出 

国债负担率 

（反映累计债务的总规模）：国债负担率是研究控制债务总量和防止出现债务危机的重

要依据。 

国债负担率=政府历年发行公债尚未偿还的累计余额/当年 GDP 

国债偿债率 
（反映财政还本付息的能力） 

国债偿债率=当年到期还本付息的国债总额/当年财政收入 

 

【习题演练】 

 

【单选题】假设甲国 2019 年发行的国债为 10 亿元，国债余额为 100 亿元，2019 年 GDP 为 500 亿元，则甲国

的国债负担率为（  ）。 

A.0.02 

B.0.2 

C.0.3 

D.0.01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国债负担率。国债负担率是指到当期为止，政府历年发行国债尚未偿还的累计余额与当年

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关系。甲国的国债负担率＝100÷500＝20%。 

 

【单选题】国债依存度指（  ） 

A．政府历年发行公债尚未偿还的累计余额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 

B．当年国债发行规模与当年财政支出的比率 

C．当年到期还本付息的国债总额与当年财政收入的比率 

D．当年国债利息与当年财政收入的比率 

 

【答案】B 

【解析】国债依存度是指发行国债规模与当年财政支出的比率关系，即当年财政支出中有多大份额是依靠发

行国债来满足的。 

 

【单选题】国债偿债率是指当年到期还本付息的国债总额占（  ）的比例。 

A.历年财政收入 

B.当年财政收入 

C.历年财政支出 

D.当年财政支出 

 

【答案】B 

【解析】国债偿债率是指当年到期还本利息的国债总额占当年财政收入的比例。 



【考点 6】我国政府债务管理制度★ 

中央政府债务管理

制度 

1、中央政府债务实行余额管理。 

2、中央国债余额限额根据累计赤字和应对当年短收需发行的债务等因素合理确定，

报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审批。 

 

地方政府

债务管理

制度 

1、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 

经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可以适度举借债务，市县级政府确需举借债务的由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代为举借。 

2、地方政府举债规模报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批准。 

3、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规模控制和分类管理。 

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实行限额管理，地方政府举债不能超过批准的限额。地方政府债务分为一

般债务和专项债务两类，分类纳入预算管理。 

一般债务通过发行一般债券融资，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 

专项债务通过发行专项债券融资，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 

4、严格限定政府举债程序和资金用途。 

地方政府在国务院批准的分地区限额内举借债务，必须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地方政府举借债务，只能用于公益性资本支出和适度归还存量债务，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 

5、建立债务风险预警及化解机制。 

财政部根据各地区债务风险状况，对债务高风险地区进行风险预警，强化预算约束，防范道

德风险，地方政府对其举借的债务富有偿还责任，中央政府实行不救助原则。 

6、建立考核问责机制。 

把政府性债务作为一个硬指标纳入政绩考核。 

 

【习题演练】 

 

【多选题】完善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说法，正确的有（   ）。 

A.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规模控制和分类管理 

B.严格限定地方政府举债程序和资金用途 

C.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 

D.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及化解机制 

E.地方政府债务由中央政府偿还 

【答案】ABCD 

 

【单选题】关于我国政府债务管理制度的说法，下列错误的是（  ）。 

A.中央政府债务实行余额管理 

B.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实行限额管理 

C.地方政府举债可以用于经常性支出 

D.必须建立债务风险预警及化解机制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我国政府债务管理制度。我国政府债务管理制度明确规定地方政府举债不得用于经常性支

出，只能用于公益性资本支出和适度归还存量债务。 

 



【单选题】下列关于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制度的说法，正确的是（  ）。 

A.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实行余额管理 

B.专项债务通过发行专项债券融资，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 

C.地方政府举债只能用于经常性支出 

D.地方政府对其举借的债务负有偿还责任，中央政府实行救助原则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制度。选项 A 错误，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实行限额管理，地方政府举债不

得突破批准的限额；选项 C 错误，地方政府举债，只能用于公益性资本支出和适度归还存量债务，不得用于

经常性支出；选项 D 错误，硬化预算约束，防范道德风险，地方政府对其举借的债务负有偿还责任，中央政

府实行不救助原则。 

 

第十一章 财政收入 

第十一章  财政收入 

考点 1 财政收入的含义 ★★ 

考点 2 财政收入的形式 ★★★★★ 

考点 3 财政收入的分类 ★★★ 

考点 4 影响财政收入规模的主要因素 ★ 

考点 5 政府债务收入 ★★ 

考点 6 我国政府债务管理制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