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师中级财政税收基础辅导-预算外资金 PDF转换可能丢失

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54/2021_2022__E7_BB_8F_

E6_B5_8E_E5_B8_88_E4_c49_354150.htm （一）预算外资金的

含义和范围预算外资金是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企业主管部门和政府委托的其他机构

为履行或代行政府职能，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具有法律效力

的规章而收取、提取、募集和安排使用，未纳入预算管理的

各种财政性资金。预算外资金在性质上属于一种财政性资金

，其财政性主要体现在“四权”的归属上：一是预算外资金

的所有权归国家，而不是归哪一个部门和单位所有；二是预

算外资金的支配权和调控权归政府；三是预算外资金的管理

权归财政；四是预算外资金的使用权归单位。目前，我国的

预算外资金包括以下未纳入预算管理的财政性资金：1．法律

、法规和具有法律效力的规章所规定的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

、基金（资金、附加收入）等。2．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及其财政和计划（物价）部门审批的各种行政

事业性收费收入。3．国务院以及财政部审批建立的，向企事

业单位和个人征收、募集或以政府信誉形成的具有特定用途

的各种基金或附加收入等。4．主管部门按照国家规定从所属

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集中的管理费及其他资金。5．用于乡

（镇）政府开支的乡自筹资金和乡统筹资金。6．其他未纳入

财政预算管理的财政性资金。7．社会保障基金。国有企业税

后留用资金不再作为预算外资金。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通过

市场取得的不体现政府职能的经营、服务性收入不作为预算

外资金管理应用举例：以下不属于预算外资金管理范畴的是



（ ）（04年）A合法合规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B 国务院和财政

部批准设立的基金C主管部门从所属单位集中的资金 D国有企

业税后留用资金答案：D预算外资金管理的关键问题是解决

分配权和管理权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收入多少、规模大小的

问题。新预算外资金在管理上要求通过法律规范实行三个“

还权”，即还权于国家，还权于政府，还权于财政。应用举

例1.预算外资金在管理 上要求通过法律规范实现（）。（05

年）A.还权于国家 B.还权于政府C.还权于财政 D.还权于部

门E.还权于单位答案：ABC2.以下关于预算外资金性质的表述

，错误的是（）。（05年）A.所有权归部门 B.调控权归政

府C.管理权归财政 D.使用权归单位答案：A解析：所有权归

政府（二）预算外资金的特点 与预算内资金相比，预算外资

金的特点是：1．资金征用方式具有分散性。预算外资金项目

众多而繁杂，在组织征收上具有零星分散性。2．资金使用方

向具有专用性。预算外资金必须直接用于满足政府履行其职

能的需要，不能用于纯盈利性项目开支。3．资金存在方式具

有依托性。预算外资金依托于政府预算而存在，在存在方式

上具有不稳定性。4．资金属性具有分离性。预算外资金具有

“三权”分离性，其中：资金所有权属于国家，调控权属于

同级政府，使用权属于部门单位，但使用权要通过政府授权

的形式来实现，实施财政监督管理。5．管理方式的自主性。

预算外资金是不纳入预算内管理的财政资金，各地区、各部

门、各单位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对预算外资金享有一定的

支配使用权，即具有自主性。应用举例：1.预算外资金的特

点有（ ）（04年）A资金使用方向具有专用性 B资金征用方式

具有集中性C资金存在方式具有依托性 D资金属性具有分离性



E 管理方式具有自主性答案：ACDE2.预算内与预算外资金主

要的不同是（）。（05年）A.资金的性质不同 B.管理的方式

不同C.资金的规模不同 D.资金的范围不同答案：B（三）预

算外资金的分类1．预算外收入的分类（1）行政性收费行政

性收费形成的支出主要用于抵补行政事业经费、改善服务或

管理工作条件。（2）事业服务性收费其支出主要抵补事业费

不足和改善服务条件等。（3）基金性收入其支出主要用于改

善办学条件，发展教育事业和学校职工奖励、集体福利等。

（4）专项基金其支出原则是专款专用，保证各专项事业的发

展。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是预算外资金的构成主体

。行政事业部门收费受国家规定的范围和项目限制，即要“

取之有据、收之有度、用之有序、收支合理”，严禁乱收费

、乱摊派，规范支出范围及项目的管理。2．预算外支出分类

（1）预算外经常性支出一般包括：福利支出、奖励支出、养

路费支出、城市维护支出、科技三项费用、增补流动资金、

事业费支出、行政费支出和其他支出等。预算外经常性支出

是为了弥补预算内支出不足而存在的，为各部门工作条件的

改进和效率的提高提供资金保障。（2）预算外投资一般包括

：基本建设支出、大修理支出、更新改造支出等。预算外投

资是预算外资金中主要的支出。规划预算外投资是预算外工

作的重点之一。应用举例：下列支出不属于预算外经常性支

出的是（ ）。A．国债利息支出B．福利支出C．养路费支

出D．增补流动资金答案：A解析：预算外经常性支出一般包

括：福利支出、奖励支出、养路费支出、城市维护支出、科

技三项费用、增补流动资金、事业费支出、行政费支出和其

他支出。（四）政府收费的性质、范围和原则1．政府收费的



性质收费行为，从经济角度来讲，它是一种国民收入分配和

再分配行为，从社会管理角度讲，它是一种管理社会的行政

经济手段。第一，收费是管理经济和管理社会的重要手段之

一，它具有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的某些特征，但

又不能代替其他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的作用；第

二，收费是以国家为主体的行使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手

段之一，但是与税收手段相比，它应处于补充的地位，否则

将削弱国家的宏观调控职能；第三，收费可以为社会公益事

业提供资金，但保证社会公益事业发展是财政的职能，收费

只应该在半公共需要的事业领域起补充作用，否则将会出现

本末倒置的混乱现象。因此，合理的政府收费应该是在消费

上具有竞争性的公共服务。2．政府收费的范围政府提供的公

共服务是一个包含了众多商品和服务的庞大家族，其中：公

共物品：基础研究、传染病防治、垃圾清扫、交通管理、环

境保护、消防、电视传输这类；私人物品：供水、供电、有

线电话、公共交通、住宅； 这类物品是竞争性的俱乐部物品

，介于这两类物品之间，如高速公路和桥梁。这类物品是有

限竞争性的。对竞争性的私人物品和有限竞争性的俱乐部物

品，政府收费的潜力巨大，并且政府收费作为一种价格机制

还起着一种重要的信息作用。3．政府收费的原则（1）受益

与成本必须对称原则所谓“对称”的含义是：公共服务的成

本应尽可能直接分摊到受益者身上，且每个受益者的付费要

与其受益相匹配，即只为自己受到的那部分受益付费，而无

须为他人的那部分受益付费，并且使受益和成本形成直接的

对应关系。不难发现，市场付费是完全符合对称原则的，为

之付费的商品或服务，其利益也完全归于付费者没有他人能



从中受益。偏离对称性原则的典型情况是：受益是一般化的

，而付费是具体的，受益分散的公共服务最好是使用税收机

制分摊成本，而不是收费机制受益可以直接计量的，受益者

也易于辨别的公共服务（供电、供水），使用收费机制分摊

成本则比较合适。应用举例：1.如果公共服务的受益者易于

辨别，则其成本分摊机制应采用（）。（05年）A.税收 B.公

债C.收费 D.贷款答案：C2、受益分散的公共服务最好的分摊

成本的方式是（ ）（04年）A税收 B 公债 C 收费 D 贷款答案

：A（2）公共收费的非重叠性原则“非重叠”的含义是：对

于同一公共服务的同一个受益者，不应该同时并存两个或两

个以上的收费（包括税收）项目。重叠（交叉）收费不仅容

易扭曲资源配置，而且增加付费者的负担和加大了管理成本

。交叉收费在我国预算外收费项目中是个极普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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