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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体制和财政政策 一、内容提要 本部分的主要内容为:预算

管理体制和财政政策，即课本上的第四和第五节。 二、主要

考点 （一）预算管理体制 1.掌握预算管理体制的基本概念和

内容 2.熟悉我国实行过的三种财政体制的基本内容和特点 3.

掌握分税制的基本含义、现行分税体制下支出划分的范围、

收入划分的主要内容、与分税制配套的主要相关措施的基本

内容。 （二）财政政策 1.掌握财政政策的概念 2.熟悉财政政

策与相关范畴的联系和区别 3.掌握财政政策的五大基本目标

的内容 4.掌握税收、购买性支出、转移性支出、国债和预算

五大政策工具的功能和作用原理 5.掌握财政政策的分类方法

和各类政策的特点 6. 了解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出台背景，熟

悉积极财政政策的基本内容 7. 掌握积极财政政策与一般的扩

张性财政政策的区别 三、内容讲解 （一）预算管理体制 1.预

算管理体制的概念和内容 ①概念：简称预算体制，也称财政

体制，是确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

分配关系，划分各级政府的预算收支范围，规定预算管理权

限与责任的一项根本性制度。广义的预算管理体制包括：预

算管理体制、税收管理体制、国有独资公司财务管理体制、

文教行政事业财务管理体制、基本建设财务管理体制。狭义

的预算管理体制就是预算体制本身。 ②内容： A． 确定预算

管理的主体和级次； 我国预算管理主体按照我国的政权机构

分为5级：中央、省、市、县、乡。 B． 预算收支范围的划分



； 这是预算管理体制的核心内容 C． 预算管理权限的划分； 

分清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常委会、各级政府、各级财政

部门的权责范围。 D． 预算调整制度和方法 一般由财政部门

提出并编制预算调整方案，经同级人大常委审查批准后方可

执行，并报上一级政府备案。 例题：单选 按照我国的预算法

，省级预算预备费的动用与否由（）决定。 A省级人民代表

大会 B省级人大常委会 C省政府 D省级财政部门 答案：C 2.我

国预算管理体制的演变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1993年，共经历了

三个阶段： ①统收统支出体制：即高度集中的预算管理体制

，是19501952经济恢复时期的预算体制，在三年调整时期和

文革时的一些年份也用过。财力、财权高度集中于中央。 ②

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体制：19531979年实行。 ③划分收支，

分级包干体制：19801993年实行，也称“分灶吃饭”体制。 3

．分税制 ①概念： 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实行的一种财政管理

体制，其核心是根据各级政府的事权来确定其相应的财权，

并按税种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分税、分权

、分征、分管是其特征。 ②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的主要内容 

依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确定各级财政的支出

范围； 依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按税种划分各级财政

的收入。将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中央和地方共享税

。 例题：多选 按现行分税制体制，下列选项中，（）属于中

央预算的固定收入。 A．增值税 B．消费税 C．营业税 D．关

税 E．资源税 答案：BD 解析：增值税和资源税属于中央和地

方共享税，消费税和关税属于中央固定收入，营业税属于地

方固定收入。 ③实施分税制财政体制的相关措施 A，改革税

制，使之与分税制相衔接； 建立以增值税为主体、消费税和



营业税为补充的内外统一的流转税制度。 B，采取统一的客

观标准，科学地核定地方收支基数； 分税制的重要标志之一

，是对地方收支的计算采用“因素法”，以取代过去的“基

数法” C，建立税收返还制度； 基本内容：核定税收返还基

数，确定税收返还递增率。 我国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各

项基数都以1993年的数字为依据。 D，建立转移支付制度； 

原则：保留地方既得利益；在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基础上，转

移支付有所侧重，重点是缓解地方的突出问题，并向少数民

族地区适当倾斜；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财力主要来自于财

政收入的增量，转移支付额由客观因素转移支付额和政策性

转移支付额组成。 E，设立中央和地方两套税务机构。 (二)

财政政策 1.财政政策的概念 概念：政府财政依据客观经济规

律的要求，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为达到一定宏观经济

运行目标而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财政关系的方针

、准则和措施的总称。 相关概念：财政理论，财政实践（财

政理论通过财政政策转化为财政实践）； 财政原则（评价财

政政策效应的标准），财政制度、财政法律法规。 例题：单

选 （）是评价财政政策效应的标准 A财政理论 B财政原则 C

财政制度 D财政法律 答案：B 2．财政政策的目标 A，价格稳

定：指价格总水平的稳定，是财政政策的首要目标。 价格总

水平持续上涨称为通货膨胀；价格总水平的持续下降称为通

货紧缩。 B，充分就业：使所有符合法律规定、有工作能力

的人都可以找到有报酬的工作。 是各国财政政策的基本目标

。一般把充分就业目标设定在把失业率控制在一定水平内。

C，经济增长：我国目前经济增长的快慢，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由粗放型向集约型） D，公平分配



：在承认收入差距的前提下，通过法律或政策的调节，将社

会成员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控制在道义许可的范围之内。 E，

国际收支平衡 3．财政政策的工具 ①税收 通过自动稳定政策

和相机抉择政策调节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 调节个人收入和

财富，实现公平分配。 ②购买性支出 购买商品的支出会直接

增加消费总量； 购买劳务的支出会通过增加个人收入间接增

加消费总量。 购买性支出的增加或减少是需求管理的有效办

法。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政府应削减购买支出；反之，应

扩大购买支出。 ③转移性支出 社会保障支出：“安全阀”和

“减震器” 财政补贴：生产性补贴增加供给能力，消费性补

贴增加消费需求。 ④国债 流动性效应：在期限上，长期国债

流动性低，短期国债流动性高；在发行对象上，向金融机构

发债，会增加货币供应量，向非金融机构发债，不会增加货

币供应量。经济萧条时，政府发行短期国债或只对金融机构

发债，可扩大资金流通量，刺激消费和投资；经济繁荣时，

政府发行长期国债或向社会公众发债，可减少资金流通量，

减轻通货膨胀压力。 利息率效应：通过调整国债利率水平和

供求状况影响金融市场利率进而影响经济。 例题：多选 经济

萧条时，政府可以通过（）来刺激经济增长 A发行短期国债

B发行长期国债 C向金融机构发债 D向社会公众发债 答案

：AC ⑤预算 主要指中央预算 赤字预算、盈余预算和平衡预

算分别体现着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

政策。 4．财政政策分类 ①按调节经济周期的作用划分 自动

稳定财政政策：如累进税制和失业救济金 相机抉择财政政策

：如汉森提出的汲水政策和补偿性财政政策 例题：单选 西方

学者汉森提出的汲水政策属于（）型财政政策 A扩张性 B紧



缩性 C自动稳定 D相机抉择 答案：D ②按调节经济总量的要

求划分 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 

③按作用空间划分 宏观财政政策、微观财政政策 ④按作用时

间划分 短期财政政策（解决经济波动、保持经济稳定方面）

；中长期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优化资源配置、公平分

配方面） 例题：单选 短期财政政策的作用主要是（） A经济

稳定 B经济增长 C优化资源配置 D公平分配 答案：A 5．我国

的积极财政政策 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

策。 ①内容 发行专项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发行特别国债

补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 提高出口退税率促进出口； 

以税收优惠吸引外资； 取消不合理收费。 ②与一般的扩张性

财政政策的区别 不是在经济低增长或负增长而是在较高增长

下采取的； 不是通过增加政府直接开支而是通过发行国债引

导社会投资； 不是单纯的减税或增支而是多项主动性财政政

策的统一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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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