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二章  税收基本制度 

 

【多选题】关于税收的说法，正确的有（   ）。 

A.纳税主体是政府 

B.征税的目的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 

C.税收征收凭借的是国家的政治权力 

D.征税的过程是物质财富在征纳双方之间有偿转移的过程 

E.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是税收的基本特征 

 

【答案】：BCE 

【解析】：税收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凭借其政治权力，依法参与单位和个人的财富分配，强制、无偿地取得

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税收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三个基本特征。税收的内涵包括：①税收的征收主体

是国家，征收客体是单位和个人：②税收的征收目的是为满足国家实现其职能的需要，或者说是满足社会公

共需要；③税收征收的依据是法律，凭借的是政治权力，而不是财产权力；④征税的过程是物质财富从私人

部门单向地、无偿地转移给国家的过程；⑤从税收征收的直接结果看，国家通过税收方式取得财政收入。 

 

【单选题】关于起征点的说法，正确的是（   ）。 

A.设置起征点旨在对纳税能力小的纳税人给予照顾 

B.起征点的要求是课税对象未达到起征点的不征税，达到起征点后仅就超过起征点的部分征税 

C.起征点是指税法规定对课税对象全部数额中免于征税的数额 

D.个人所得税规定对工资薪金所得，以每月收入额减除费用 5 000 元后的余额为应纳税得额，这里的 5 000 元

即为起征点 

 

【答案】：A 

【解析】：起征点是指税法规定的对课税对象开始征税时应达到的一定数额，起征点的要求是课税对象未达到

起征点的不征税，但达到起征点后全部课税对象都要征税。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对工资薪金所得，以每月收入

额减除费用 5 000 元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这里的 5 000 元应为免征额。 

考点：税制要素与税收分类 

 

【单选题】边际税率是指在超额累进情况下，对记税基数各级次的（   ）。 

A.最后一个单位课税对象所适应的税率 

B.最后一个单位课税对象的增值额所适应的税率 

C.最后一个单位课税基所适应的税率 

D.最后一个单位课税对象剔除通过膨胀因素后的价值所适应的税率 

 

【答案】：C 

【解析】：边际税率是指在超额累进税率情况下，对计税基数各级次的增加部分所适用的税率，或最后一个单

位的税基所适应的税率。 

考点：税制要素与税收分类 

 

【单选题】关于税收加成的说法，正确的是（   ）。 

A.在正税以外附加征收的税款称为加成税 

B.加一成等于加征正税税额 110% 

C.加成是加成征收的简称，是对特定纳税人的一种加税措施 

D.现行个人所得税法中，对稿酬所得一次收入畸高的，对全部收入有加成征税的规定 

 

【答案】：C 



【解析】：把正税以外附加征收的税款称为附加税，A 错：加一成等于加征正税税额的 10%，B 错：现行个人

所得税法规定，对劳务报酬所得一次收入畸高的，对畸高部分可按应纳税额加征五成或十成，D 错。 

考点：税制要素与税收分类 

 

【多选题】按税率与课税对象的变动关系进行分类，税率分为（   ）。 

A.比例税率 

B.平均税率 

C.累退税率 

D.累进税率 

E.边际税率 

 

【答案】：ACD 

【解析】：按税率与课税对象的变动关系进行分类，税率分为比例税率、累退税率、累进税率。 

考点：税制要素与税制分类 

 

【多选题】关于税收要素的说法，正确的有（   ）。  

A.税收加成征收中，加一成等于加征正税税额的 10% 

B.规定纳税期限，是税收强制性、固定性在时间上的体现 

C.在不存在税负转嫁情况下，纳税人和负税人是分离的 

D.课税对象体现不同税种课税的基本界线 

E.累退税率是指随课税对象数额增加，税率反而逐级递减的税率 

 

【答案】：ABDE 

【解析】：本题考查税收要素。在存在税负转嫁的情况下，纳税人和负税人是分离的。 

 

【多选题】下列消费品中，我国对其征收消费税的有（   ）。 

A.小汽车 

B.食用植物油  

C.游艇  

D.木制一次性筷子  

E.报纸 

 

【答案】：ACD 

【解析】：我国征收消费税的消费品有烟、酒及酒精、化妆品、贵重首饰及珠宝玉石、鞭炮焰火、成品油、汽

车 轮胎、摩托车、小汽车、高尔夫球及球具、高档手表、游艇、木制一次性筷子、实木地板、电池和涂料共

15 类消费品。 

考点：流转税 

 

【多选题】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中（   ）属于综合所得。 

A.经营所得 

B.财产租赁所得 

C.稿酬所得 

D.劳务报酬所得 

E.工资薪金所得 

 

【答案】：CDE 

【解析】：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包括 ： 

（一）工资、薪金所得； 



（二）劳务报酬所得； 

（三）稿酬所得； 

（四）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多选题】我国财产税类税种有（   ）。  

A.个人所得税 

B.房产税 

C.证券交易印花税 

D.消费税 

E.车船税 

 

【答案】：BE 

【解析】：本题考查财产税类的税种。 

 

第十三章 政府预算制度 

 

【单选题】复式预算中经常预算的主要收入来源是（   ）。 

A.税收收入 

B.收费收入 

C.债务收入 

D.基金收入 

 

【答案】：A 

【解析】：复式预算一般由经常预算和资本预算组成。经常预算主要以税收为收入来源，以行政事业项目为支

出对象。 

考点：政府预算 

 

【多选题】关于复式预算的说法，正确的有（   ）。 

A.复式预算一般由经常预算和资本预算组成 

B.经常预算主要以税收为收入来源 

C.经常预算以行政事业项目为支出对象 

D.资本预算主要以行政收费为收入来源 

E.资本预算以经济建设项目为支出对象 

 

【答案】：ABCE 

【解析】：复式预算一般由经常预算和资本预算组成。经常预算主要以税收为收入来源，以行政事业项目为支

出对象。资本预算主要以国债为收入来源，以经济建设项目为支付对象。 

考点：政府预算 

 

【单选题】关于政府预算的说法，正确的是（   ）。  

A.预算的审查、批准和监督权在政府 

B.零基预算有利于克服增量预算下财政支出指标刚性增长的弊端，提高预算支出效率 

C.实际工作中，略有结余或略有赤字的预算不能视为平衡预算 

D.中期预算，是指预算有效期为几年（多为 5——10 年）的政府预算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政府预算的分类。多年预算也称中期预算，是指预算有效期为几年（多为 3--5 年）的政府



预算；实际工作中，略有结余或略有赤字的预算通常被视为平衡预算；根据我国宪法和现行预算法等有关法

律规定，政府预算的编制权和执行权在政府，政府预算的审查、批准和监督权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

委员会。 

 

【单选题】编制预算时，不考虑以前年度的财政收支情况，只以新预算年度情况为依据进行编制，这种预算

形式属于（   ）。 

A.增量预算 

B.零基预算 

C.平衡预算 

D.多年预算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零基预算。零基预算是指新预算年度财政收支计划指标的确定，不考虑以前年度的财政收

支执行情况，只以新预算年度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财力可能为依据，重新评估各项收支的必要性及其所需金

额的一种预算形式。 

 

【单选题】下列关于政府预算的说法，错误的是（   ）。 

A.中期预算一般不具有法律效力，也不需经国家权力机关批准 

B.实际工作中，略有结余或略有赤字的预算都被视为差额预算 

C.按预算管理层级分类，政府预算分为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 

D.按预算作用时间长短分类，政府预算分为年度预算和多年预算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政府预算的分类。选项 B 错误，实际工作中，略有结余或略有赤字的预算通常被视为平衡

预算。 

 

【单选题】假设某一预算年度中央本级预算支出规模安排为 3 万亿元，根据我国预算法，则预算年度中央预

备费的最大规模可设置为（   ）亿元。 

A.900 

B.300 

C.600 

D.1 500 

 

【答案】：A 

【解析】：根据预算法规定，中央预备费按中央本级预算支出的 1%-3%设置。 

考点：政府预算 

 

第三部分  货币与金融 

第十四章 货币制度与货币发行 

 

【多选题】下列关于货币制度的演变，说法错误的是（   ）。 

A.在银本位制下，银本位币具有无限法偿能力 

B.金银复本位制以黄金和白银分别作为本位货币材料 

C.双本位制是典型的金银复本位制 

D.金汇兑本位制是典型的金本位制 

E.不兑现的纸币本位制是以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作为流通货币 



 

【答案】：BD 

【解析】：本题考查货币制度的演变。货币制度演变过程中，金银复本位制以黄金和白银同时作为本位货币材

料。金币本位制是典型的金本位制，而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都是没有金币流通的金本位制，是残缺不

全的金本位制。 

 

【多选题】关于货币制度的说法，正确的有（   ）。 

A.在金属货币流通条件下，规定货币材料是货币制度最基本的内容 

B.金汇兑本位制下，没有金币流通 

C.在不兑现的纸币本位制下，纸币不与任何贵金属挂钩 

D.在货币制度演变过程中，金本位制的出现早于银本位制的出现 

E.在任何货币制度下，黄金都可以当做货币 

 

【答案】：ABC 

【解析】：规定货币材料是货币制度最基本的内容，从历史发展来看，世界各国先后采用过以下几种货币制度；

银本位制、金银复本位制，金本位制，不兑现的纸币本位制。金本位制是以黄金作为本位货币材料。金块本位

制和金汇兑本位制都是没有金币流通的金本位制。不兑现的纸币本位制，是以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货币作为

流通货币。在这种货币制度下，纸币不能兑换成黄金，也不同任何贵金属挂钩。 

考点：货币制度的构成要素与类型 

 

【多选题】不铸造金币，没有金币流通，实际流通的是纸币――银行券，银行券规定含金量，但不能直接兑换

黄金，只能兑换外汇。这种金本位制是（   ）。  

A.虚金本位制 

B.平行本位制 

C.金汇兑本位制 

D.金块本位制 

E.生金本位制 

 

【答案】：AC 

【解析】：题干体现的金本位制是金汇兑本位制，又称为虚金本位制。 

 

第十五章 信用与金融中介 

 

【多选题】商业银行向消费者提供消费贷款，这种信用形式属于（   ）。 

A.国家信用 

B.银行信用 

C.消费信用 

D.商业信用 

E.直接信用 

 

【答案】：BC 

【解析】：银行信用是指银行通过存、放款形式的业务活动所提供的信用。消费信用是指工商企业或银行以商

品或货币的形式向个人消费者提供的信用。因此，商业银行向消费者提供消费贷款的行为属于银行信用和消

费信用。 

考点：信用的内涵与类型 

 

【多选题】按照信用创造的主体来划分，信用可以分为商业信用、银行信用、国家信用和消费信用。下列属于



商业信用的有（   ）。  

A.某银行向某企业提供 1 000 万元的贷款 

B.某企业向某超市提供额度为 200 万元的赊销业务 

C.某超市向某人提供额度为 2 000 元的赊销业务 

D.某银行向某人提供 10 万元的经济适用房贷款 

E.某建材商为购买建材向一家钢厂预付 200 万元的货款 

 

【答案】：BE 

【解析】：商业信用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企业之间相互提供的、与商品的生产和流通有关的信用，包括赊销、

预付和分期付款等形式；二是指企业直接向社会集资，以解决自身扩大再生产的资金需要，主要是采取发行

公司（企业）债券的形式。 

 

【多选题】信用形式中属于直接信用的有（   ）。  

A.商店对客户赊销 

B.银行对居民发放购房贷款 

C.银行对企业发放贷款 

D.股份公司发行股票 

E.企业发行债券 

 

【答案】：ADE 

【解析】：直接信用就是在金融市场上从资金所有者那里直接融通货币资金。包括预付或赊销商品形式的商业

信用、发行及买卖有价债券形式的公司信用、国家信用等。 

 

第十六章  金融体系与金融市场 

 

如果同期银行存款利率(名义利率)为 5%，而物价上涨率为 3%，那么实际利率为( )。 

A.―2% 

B.2% 

C.1.67% 

D.8% 

【答案】B 

【解析】实际利率=名义利率-物价上涨率=5%-3%=2%。 

 

以下属于货币市场子市场的有( )。 

A.短期债券市场 

B.股票市场 

C.债券市场 

D.票据市场 

E.同业拆借市场 

【答案】ADE 

【解析】属于货币市场子市场的是短期债券市场、票据市场、同业拆借市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属于资本

市场的子市场。 

 

下列风险情形中，属于金融风险中市场风险的包括( )。 

A.因通货膨胀导致企业收益下降 

B.大量负面评论影响企业声誉 

C.债务人不能按时还本付息 



D.某国宣布进入战时戒备状态 

E.银行利率上升导致金融工具价格下跌 

【答案】AE 

【解析】市场风险包括因通货膨胀、货币贬值而致使收益下降甚至本金受损的风险，也包括因银行利率上升

所导致的金融工具价格下跌，致使持有者的金融资产价值受损的风险。 

 

下列有关金融工具期限性、流动性、风险性和收益性之间的关系，正确的是( )。 

A.风险性与期限性成正相关关系 

B.风险性与流动性成正相关关系 

C.收益性与期限性、风险性成负相关关系 

D.收益性与流动性成负相关关系 

E.风险性与流动性成负相关关系 

 

【答案】ADE 

【解析】本题考查金融工具期限性、流动性、风险性和收益性之间的关系。风险与期限成正相关关系;风险性

与流动性成负相关关系;收益性与期限性、风险性成正相关关系，与流动性成负相关关系。 

 

第十七章  汇率与国际收支 

 

以一定单位的外国货币为标准，折算为本国货币来表示汇率的标价方法被称为( )。 

A.直接标价法 

B.间接标价法 

C.美元标价法 

D.双向标价法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直接标价法的概念。 

 

当国际收支出现逆差时，宜采取的调节政策是( )。 

A.扩张的货币政策 

B.扩张的财政政策 

C.增加外汇储备 

D.本币贬值 

【答案】D 

【解析】国际收支出现逆差时，货币当局可以减少外汇储备或临时向外借款，在外汇市场上抛售外汇，以弥

补外汇供给缺口;货币当局可以采取紧缩的货币财政政策;还可以采取本币贬值的措施。 

 

在银行的外汇牌价中，下列表述正确的是( )。 

A.现钞买入价低于外汇买入价 

B.现钞买入价等于外汇买入价 

C.现钞卖出价等于外汇卖出价 

D.现钞卖出价高于外汇卖出价 

E.现钞卖出价低于外汇卖出 

【答案】AC 

【解析】一般来说，现钞买入价低于外汇买入价，现钞卖出价等于外汇卖出价。 

 

金融账户所记录的内容主要包括( )。 

A.直接投资 



B.资本转移 

C.证券投资 

D.储备资产 

E.其他投资 

【答案】ACDE 

【解析】金融账户所记录的内容主要包括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其他投资和储备资产等四类。选项 B 属于资

本账户。 

 

当国际收支出现顺差时，宜采取的调节政策是( )。 

A.扩张的货币政策 

B.货币当局在外汇市场抛售外汇 

C.货币当局在外汇市场购进外汇 

D.本币贬值 

E.本币升值 

【答案】ACE 

【解析】货币当局抛售外汇和本币贬值是国际收支逆差时采取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