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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4_B8_AD_E7_BA_c49_339912.htm 61、 增值税；消费税；关

税各税种，较易转嫁。 62、 税负转嫁难易与商品供求弹性大

小有关，下列各项中：供给弹性较小；需求弹性较大的商品

不易转嫁税负。 63、 我国中央政府对：增值税；消费税；关

税；企业所得税享有课税权。 64、 下列各税中，我国地方政

府对：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享有课税权。 65、 

税制要素结构可以进一步细分为：纳税人结构；税基结构；

税率结构。 66、 对国际税收的正确理解应该是：国家之间的

税收分配关系；国家之间的税务协调关系；反映国家与纳税

人的分配关系。 67、 按照税收法律关系的内容，纳税主体的

义务包括：办理税务登记；申报并缴纳税款；接受税务检查

。 68、 按照我国税法的有关规定，对漏税20000元，逃税8000

元。骗税数额较小的行为应给予行政处罚。 69、 微观税负指

标主要有：企业税负指标；农民税负指标；城镇居民税负指

标。 70、 按课税对象划分，我国现行的税类分为：商品税类

；所得税类；财产税类；其他税类。 71、 违反税法应负的法

律责任包括：行政责任；刑事责任。 72、 为了弥补财政赤字

，各国采取的通常方法包括：增加税收；向银行借款；发行

国债。 73、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我国国债市场迅速发展

，实物国债；记帐式国债券可上市流通。 74、 凭证式国库券

是我国近年来国债发行的一种主要形式，其特点：发行对象

是居民个人；可挂失；只能在原购买机构兑现。 75、 要做到

国债持有者比较集中，国债发行的对象就应以：企业；单位



；机构为主 76、 国债发行的方法很多，公募法；包销法可以

通过银行系统进行。 77、 当前我国发行国债采取：国债贴现

；国债现货交易；国债回购业务等方式。 78、 在国债诸多的

偿还方式中：比例偿还法；轮次偿还法；抽签偿还法是分期

偿还国债本金的。 79、 一般而言，国债的偿债资金主要来源

于：预算直接拨款；预算盈余；发新债还新债。 80、 国债负

担的表现形式有多种：税收负担；下代人负担；挤出负担；

外债负担就是国债的表现形式。 81、 决定国债适度规模的因

素主要包括：国家的偿债能力；国债的使用效益；认购人的

应债能力。 82、 衡量外债规模指标是：偿债率；负债率；债

务率。 83、 国债的性质：国债是特殊的财政范畴；国债是特

殊的债务范畴。 84、 根据我国的《预算法》监督本级总预算

的执行，审查本能预算的调整方案属于各级人大常委会的管

理权限。 85、 我国目前实行分税制预算管理体制，以事权与

财权相结合为原则；各级政府有独立的预算权；划分中央和

地方各自的支出范围是对分税制基本内容的正确描述。 86、 

国防支出；国家物资储备支出；国内外债务还本付息支出是

专门由中央预算承担的 87、 基本建设支出；文教卫生事业支

出；行政管理支出是可以由地方预算负担的。 88、 按照现行

分税制体制，消费税；关税属于中央预算的固定收入。 89、 

按照我国分税制体制的规定，交通部门缴纳的营业税收入；

国有商业银行缴纳的城镇土地使用税收入属于地方固定收入

。 90、 在分税制体制中，将国家财政收入划分为：中央固定

收入；地方固定收入；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 91、 财政政策

目标一般可以归纳为：经济增长；充分就业；价格稳定；公

平分配；国际收支平衡。 92、 运用财政政策来缩小国际收支



差距，一般是通过：调整关税税率；提高出口退税率来实现

的。 93、 实行相机抉择财政政策时，税收主要是通过：税率

调整；税基调整；优惠政策调整来调节社会总供求关系。 94

、 在经济萧条时，政府可以通过：发行短期国债；向金融机

构发债来刺激经济增长。 95、 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主要是通

过：累进税制；失业救济金制度的运用来实现的。 96、 扩张

性财政政策是各国常用的宏观手段之一：财政支出增加；财

政赤字增加；社会总需求增加反映了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所

必然引发的后果。 97、 微观财政政策侧重于资源的配置和收

分配，它是通过：税率；征税范围；补贴对象；财政支出结

构的变化来影响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的。 98、 财政政策工具

包括：税收；购买性支出；转移性支出；国债；预算。 99、 

宏观财政政策侧重于经济的总是调控，主要影响：总需求；

总供给。 100、 微观财政政策侧重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

主要影响：需求结构；供给结构；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

。 101、 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成果有：拉动经济增长；促进

经济结构调整；加强社会保障体系。 102、 货币需求特性：

货币需求是客观需求；是派生需求；是有效需求。 103、 凯

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认为，影响人们流动性偏好的因素主

要有：交易动机；预防动机；投机动机。 104、 在弗里德曼

的货币需求函数中，与货币需求成正比的因素有：恒久性收

入；人力财富比例。 105、 在我国货币供应量的统计中，M2

是广义货币，包括M1加上：定期存款；储蓄存款；财政存款

106、 商业银行具有信用扩张的能力，但这一能力并不是无限

的。一般来说，银行体系扩张信用、创造派生存款的能力要

受到缴存中央银行存款准备金；提取现金数量；企事业单位



及社会公众缴付税款因素的直接制约。 107、 货币的需求与

供给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货币的均衡状况则是这两者

对立统一的结果。货币均衡的特征有：货币均衡是货币供给

与货币需求的大体一致；货币均衡是一个动态过程；货币均

衡是在不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总体均衡状况。 108、 货币需

求与供给之间的均衡是在货币的运动过程中实现的。由于货

币运动过程中内在均衡机制的作用，利率上升会导致的现象

有：公众增加在银行的存款；商业银行实际存款准备金率上

升；货币乘数下降。 109、 在确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必要货

币供应量时，还需要考虑物价的自然上涨因素。导致物价自

然上涨的主要因素有：出现价格“剪刀差“时的价格调整；

产品的更新换代；产品技术性能的提高。 110、 通货膨胀是

价值符号流通条件下的特有现象，是货币不均衡的一种表现

。属于通货膨胀表现形式的有：物价普遍持续上涨；人们普

遍持币待购；计划经济条件下货币流通速度大幅减慢。 111、

过度的货币供给是造成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而导致货币供

给过度的具体原因又有很多方面，包括：过热的社会经济增

长要求导致信用膨胀；银行自身的决策失误导致信用膨胀；

财政赤字；赤字财政。 112、 商业银行资产管理应遵循：安

全性；流动性；盈利性原则。 113、 商业银行资产管理中的

流动性原则通常的含义是：保有一定比例的现金资产或其他

容易变现的资产；取得现款的能力。 114、 进入20世纪60年

代后，商业银行负债管理的主要思想就是变被动负债为主动

负债，以借入资金的方法来保持银行流动性，内容主要包括

：调整负债结构；开发新金融工具；国际市场融资；同业拆

借。 115、 计算债券的投资名义收益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



持有年数；面值；债券年利率；价差。 116、 金融市场效率

是指金融市场实现金融资源优化配置功能的程度，包含的内

容有：金融市场的资金需求者使用金融资源向社会提供有效

产出的能力；金融市场以最低交易成本为资金需求者提供金

融资源的能力。 117、 与股利贴现模型相比之下，市盈率模

型具有的优点是：市盈率模型可以直接应用于不同收益水平

的股票价格之间的比较；对于那些在某段时间内没有支付股

息的股票，市盈率模型同样适用；市盈率模型同样需要对有

关变量进行预测，但是所涉及的变量预测比月息帖现模型更

为简单。 118、 商业银行资产业务是银行将自己通过负债业

务所聚集的货币资金加以运用的业务，属于商业资产业务的

是：贴现；投资；贷款。 119、 货币市场的子市场主要有可

：可转让定期在存单（CD）市场；同业拆借市场；股票市场

， 120、 下列有关资本市场的说法是正确的：一级市场是通

过发行股票等方式筹集资金的市场；活跃的流通市场是发行

市场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投资基金具有专家理财的优势；

场外交易市场也称柜台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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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