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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1/2021_2022__E8_B4_A2_E

7_BB_8F_E7_AE_A1_E7_c25_21454.htm 一、单项选择题1．D 2

．A 3．A 4．B 5．A 6．B 7．A 8．D 9．C 10．A11．C 12．B

13．B 14．A 15．D 16，B 17．B 18．B 19．B 20．A二、多项

选择题 1．ABCE 2．ABC 3．ABCD 4．BE 5．CE 6．AB7．AB

8．BCD 9．ABCD 10．ABD 11．ABCE 12．ACD 13．CDE 14

．BC 15．ABCDE 16．ABE 17．AB 18．ABC 19．ACD 20

．ABC三、判断题 1．√ 2．X 3．√ 4．X 5．√ 6．X 7．√ 8

．X 9．X 10．X 11．X 12．√ 13．X 14．X 15．X 16．X 17．X

18．X 19．√ 20．X 四、简答题 1．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

国家税制结构的明显特点是以间接税为主，这是由发展中国

家主客观原因决定的。（1）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人均收人水平也较低，如果勉强推行以所得税为主的税收

体制，必然使税源大量流失，难以保证国家财政的需要。（2

）流转税在征收管理上简便易行，且不受企业盈亏状况的影

响，更适合发展中国家目前的管理水平。（3）流转税是从价

计征不直接作用于企业所得和个人所得，对私人投资和个人

储蓄的影响较小。 发展中国家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随着

本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暴露出它的弊端，许多国家开始

采取相应的措施。一是为了克服全额流转税的重复征税从而

不利于专业化协作的弊端，开始推行增值税。但全面推行增

值税，要求具备健全的纳税登记制度和财务会计制度，要求

有较高的税务管理水平，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目前还不完全具

备这些条件。二是为了开拓新的税源，逐步扩大以所得税为



主的直接税的征收范围。但在发展中国家征收所得税必然受

企业利润水平低和人均收入水平低的制约。 2．税收的强制

性指的是征税凭借国家政治权力，通过颁布法令实施，任何

单位和个人都不得违抗。税收的强制性是税收作为一种财政

范畴的前提条件，也是国家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必要保证。

但征税中的强制性不是绝对的，在企业和个人明了征税的目

的并增强纳税观念以后，强制性则可能转化为自愿性。由于

对国有企业征税并不存在侵犯所有权问题，因而对国有企业

的强制性还必须进行具体分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

，国有企业同其他企业一样，在生产流通领域中以独立的商

品生产身份出现，在分配上实行相对的自负盈亏，有自身独

立的经济利益，在利益机制驱动下也存有偷漏税的取向，因

而国家对国有企业征税仍必须以政治权力为依托，税收的强

制性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还要加强。当然，由于国有企业的所

有者是国家，作为政治权力代表的国家和作为所有者的国家

难以截然分开，因而对国有企业的强制性比之对非国有企业

的强制性在性质上还是有差别的。 3．国家预算是财政政策

的主要手段，它具有综合性、计划性、法制性的特点。国家

预算在财政政策中的调控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通

过国家预算收支规模的变动及其平衡状态可以有效地调节社

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关系。当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

给时，可以通过实行国家预算收人大于支出的结余政策进行

调节；当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时，可以实行国家预算

支出大于收人的赤字政策进行调节；在社会供求总量大体平

衡时，国家预算应实行收支平衡的中性政策与之相配合。（2

）通过调整国家预算支出结构可以调节国民经济中的各种比



例关系和经济结构。因为投资的增加或者减少会改变一定的

经济结构，因此，调整国家预算支出结构就能起到调节经济

结构的作用。国家预算支出结构包括：积累性支出和消费性

支出的比例关系，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的比例关系，

用于国民经济各部门支出的比例关系等等。国家预算支出结

构的变化会相应地影响国民经济中的有关比例和经济结构。

4．审阅库存物资收发凭证时，应注意：（1）凭证内容是否

完整；（2）凭证的计算是否正确；（3）凭证所反映的收发

业务是否合法、合理（4）凭证所反映的收发业务是否真实、

正确。 五、论述题 财政赤字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

个方面。 第一，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

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

式。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

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

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

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

给过度，则不是肯定的。在现代信用制度下，在发生财政向

银行借款时，只要银行能控制住贷款总规模，就不会发生货

币供给过量的问题。居民个人或企业包括商业银行购买公债

，一般说只是购买力的转移或替代，不产生增加货币供给的

效应。居民或企业购买公债有两种不同情况：一是用现钞和

活期存款购买；另一种情况是用储蓄或定期存款购买。由中

央银行认购公债。中央银行认购公债，在中央银行账户的资

产方政府公债项增加，负债方的财政金库存款等额增加，而

当财政用于支出时，则中央银行的财政金库存款减少，在商

业银行贴户上居民和企业存款相应增加，从而商业银行的存



款准备金也相应增加。商业银行有了超额储备，就可能用以

扩大贷款规模，增加货币供给。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