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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部分主要内容为：财政职能和税收。即课本中第二部

分的第一,二节. 二、主要考点 （一）财政职能 1.市场经济的

缺陷、市场与政府的分工（熟悉即可） 2.公共财政的基本特

征 3.财政的各项职能的基本含义、范围和发挥职能的手段。 

（2） 税收 税收原则 1.税收原则的含义和作用 2.主要税收原

则的基本思想和贯彻方法。 税收负担 3.税收负担的概念 4.影

响税收负担的主要因素 5.费改税的基本思路 6.税收负担转嫁

的含义、方式和条件。 税制结构 7.税制结构的概念 8.税种结

构的各种划分及其内容 9.税收收入结构和税制要素结构的含

义和内容 10.税制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关系 11.税制结构优化的

含义和衡量标准 国际税收 12.国际税收的概念 13.国际税收与

一般税收的联系与区别 14.税收管辖权的含义及其种类 15.减

轻或免除国际重复征税的主要方法。 税法 16.税法的概念和分

类 17.税收法律关系的含义、要素及特点 18.违反税法的主要

行为的表现 19.偷税、漏税、欠税、逃税、骗税和抗税的认定

依据 三、内容讲解 (一)财政职能 （1）市场经济与公共财政 

市场机制的缺陷：1，实际上存在不完全竞争；2，无法自动

实现充分就业；3，市场信息失灵造成生产过剩；4，无法消

除外部经济的负面效应；5，不能提供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

6，难以兼顾效率与公平。 市场与政府的分工：依靠经济危

机解决上述缺陷危害甚大，故通常是通过政府解决。市场经

济运行中普遍采取将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相结合的方式实施



资源配置。原则上，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主

要提供私人产品或服务满足私人个别需要；政府宏观调控起

调节性作用，主要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满足社会公共需要。

财政是政府实现其职能的物质基础。 公共财政的基本特征：

弥补市场失灵的财政；为市场主体提供一致性服务的财政；

非赢利性的财政；法制化的财政 例题：公共财政提供一致性

服务是为了()。 A. 弥补市场失灵 B.维护市场的公平与公正 C

．政府的参与程度 D.加强法制 答案：B （2）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条件下的财政职能 1、 资源配置职能 含义：是指通过对资

源配置结构的不断优化组合，使有限的资源充分发挥作用。

具体而言，主要通过资产结构调整，促使最佳产业结构、产

品结构、技术结构、地区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形成，以科学

合理地运用经济手段或组织方式使资源能充分利用。 范围：

取决于政府职能的范围，包括：市场配置失效而社会又需要

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方面；对外部效应的干预；介入自然垄断

行业；对短缺资源进行保护或调配。 手段：通过财政收入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的调整；通过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和优

化；通过财政资金的分配及相关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通过财

政体制的确立和调整。 2、收入分配职能 收入分配是财政被

赋予的基本功能，是财政本质的集中体现。 含义：一是指对

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进行初次分配，主要保证效率；二是

指对初次分配结果存在的偏差进行纠正调整和再分配，主要

保证公平。 范围：凡是属于市场分配的范围，如职工工资、

企业利润、租金收入、红利收入、股息收入等，应由市场调

节；凡是属于财政分配的范围，应尽力做到公平分配。 手段

：税收；转移支付；公共支出。 3、经济调控职能 含义：通



过财政收支活动，对生产、消费、储蓄、投资等行为发生影

响，使社会就业率、物价水平、国际收支差额保持在合理的

区间内，以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 手段：改变政府采购数量

；改变政府转移支付数量；调整税收。 4、监督管理职能 含

义：指财政在履行上述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经济调控等职

能基础上，对国民经济各方面活动进行综合反映和制约的功

能。 方式：1，通过对宏观经济运行指标的监测跟踪及时反

馈信息，为宏观调控提供决策依据；2，通过建立健全财政、

税政、财务和会计法规对微观经济运行进行监督管理；3，通

过对国有资产营运的监督管理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4通

过对财政工作自身的监督管理增强财政分配效应。 (二)税收 

（1）税收原则 税收原则:制定国家税收法律制度和政策时必

须依照的整体上协调一致的基本准则或指导思想. 1、财政原

则（财政税收原则） 强调税收政策和制度的核心是保证财政

收入的取得，为政府履行职能提供物质基础。 具体内容：足

额、稳定、适度 2、经济原则（效率原则） 税收的征收活动

要尽可能避免对经济活动产生负面影响 税收超额负担：因纳

税而导致的利益损失大于因征税而增加的经济效益，称之为

税收超额负担。贯彻税收的经济原则，就要尽量减少税收超

额负担。 3、社会原则（公平原则） 指税收对个人收入的调

节和再分配要公平合理。 税收公平：应当以能力为标准来衡

量税负水平，按照个人纳税能力征税，税负水平与收入水平

保持合理关系，使纳税能力较强的个人承担较多纳税义务，

纳税能力较弱的个人承担较少纳税义务。可分为横向公平和

纵向公平两种。 横向公平：对具有相同纳税能力的纳税人实

行统一税收政策，以体现税制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 纵向公



平：对具有不同纳税能力的纳税人实行有差别税收政策，以

体现能者多纳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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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