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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收入 随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主转到各项税收为主，内容发生重大变化。 (l）各项税收。

税收收入覆盖全社会，具有稳定性。我国财政收入从国有资

产收入为除所得税外，税收不分盈亏，都按既定的税种和税

率征收。目前我国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90％以上。 (2）专

项收入。按照国家规定，某些指定来源和特定目的的专项收

入，有相应的专门用途，列收列支，专款专用，包括排污费

收入、城市水资源费收入、矿产资源补偿费收入、教育费附

加收入等。 (3）其他收入。这是除各项税收、专项收入以外

其他各项收入的总称，包括利息收入、基本建设费归还收入

、基本建设收入、公产收入、罚没和追回赃物赃款收入、捐

赠收入等。 (4）国有企业亏损补贴。这是一项负收入，冲减

财政收入。上述几种财政收入性质不同，政府收取的理由和

方式不同，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也不相同，但它们都属于财政

收入。财政收入减少了国民经济循环中的货币数量，在其他

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国民经济具有收缩作用。 2．财政支

出 财政支出是政府为行使职能，对财政收入进行支付使用的

各项支出。包括： (l）维持国家政权建设的需要。政府机关

、司法机关、军队警察等政权机构的运行和发展，充全依靠

财政拨款。 (2）支持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公共事

业的发展。 (3）建立和维护社会保障体系的运行。 (4）投资

于关系全局的基础设施建设。 （5）投资于关系国民经济命



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例如军工企业、航天企业、粮食

基地、能源基地、原材料基地、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

的骨干企业等，只能由政府投资或政府控股。无论哪一种类

型的财政支出，都增加了国民经济循环中的货币数量。因此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财政支出对国民经济具有扩张

作用。 3．财政收支分类 (1）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 从财政

管理体制上，可以将国家财政分为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在

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职能的基础上，按职能划分事权，按事

权划分收支。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的划分上：中央负责保

证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全，跨地区的全国性基础设施

建设，调整地区之间和产业之间的重大经济结构等；地方负

责与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直接有关的事宜，主要是地区性的

基础设施建设，科教文卫等社会服务，社会保障体系，以及

生态环境治理。 从源头上确保中央财政收入占有合理比例，

是发挥政府宏观调控职能的根本保证。根据国际经验，中央

财政通常占财政收入的60%，地方财政通常占财政支出的60%

，中央财政收入的20%转移支付返还地方政府财政。这种先

集中、后返还的财政体制，有利于调整经济结构，平衡地方

财力，理顺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关系。 (2）公共财政与建

设财政。 从财政收支的用途上，可以将国家财政分为公共性

财政与建设性财政。公共机构、公共安全、公共服务等公共

性财政，属于经常性收支，包括国家政权建设，社会事业发

展，社会保障体系，价格政策补贴等，应当力求收支平衡，

不打赤字。建设性财政是生产性收支，包括基础设施、有关

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如果出现赤字，可以发行

国债，以信用形式筹集资金。 (3）预算内资金与预算外资金



。 凡列入国家预算收支的资金，称为预算内资金。预算外资

金是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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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和安排使用的未纳入国家预算管理的各种财政性资金。主

要包括：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国务院及财政

部审批建立的政府性基金、附加收入等；主管部门所属单位

集中上缴资金。财政部门在银行开设统一专户，实行预算外

资金的收支两条线管理。 二、财政预算 财政预算又称国家预

算，是事先编制的国家财政收支计划。财政预算可以通过预

算总规模、预算的收支机构、顶算收支平衡与差额、预算方

式的变化，调节宏观经济总量和结构。财政预算体现宏观经

济政策的意图，制约政府收支活动范围和方向，一旦经法定

程序批准，就具备了法律效力。根据预算收支情况，可以分

为几种类型： 1．平衡预算 平衡预算是财政收支相等的预算

，这时的财政对宏观经济的效应并非等于零，财政收入的收

缩效应与财政支出的扩张效应不能完全抵消，平衡预算仍有

扩一张效应。这是因为，财政收支规模挤压了居民储蓄，使

居民原本用于储蓄的货币重新回到国民经济的循环中。当预

算规模扩一大时，国民收入水平会扩张；当预算规模缩小时

，国民收入水平会收缩。 平衡预算可以分为年度平衡预算和

周期平衡预算：年度平衡预算按照量人为出的原则，力求当

年收支平衡；周期平衡预算根据经济周期的波动，要求在一

个经济周期内以丰补歉，做到收支平衡。鉴于年度平衡预算

可能加剧经济波动，越来越多的国家放弃年度平衡，追求周

期平衡。 2．复式预算 复式预算是相对干一揽子单式预算来

说的，它将财政预算分为经常性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社会保障预算等，原则上要求各自平衡。经常性预算属于公

共财政，不打赤字，若有节余可转人建设性预算，即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后者若有赤字，可通过发行国债加以弥补。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要在明确出资企业产权边界和清产核资的基

础上，确保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社会

保障预算要坚持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采取多种方式

（包括依法划转部分国有资产）充实社会保障基金。 3．零

基预算 零基预算是相对于增量预算来说的。增量预算是在上

年度预算的基础上，根据新年度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加以调整

。零基预算则“从零开始”，只以新年度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为依据，而不考虑以前的预算状况。实际上，零基预算也不

是一切都从零开始，主要指需要重新审定的项目起点为零。

4、赤字预算 赤字预算是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的预算．这

是由于支出大于收入的差额通常都用红字表示。赤字预算有

两种情况：一种是政府在制定预算时，即使将各种收入打足

，其总额仍然小于无法压低的各项支出之和，导致预算赤字

；一种情况是政府有意衽的赤字预算，即政府在制定预算时

有意加大财政支出的规模，刺激经济增长，也形成预算赤字

。财政赤字一般通过增发国债或发行货币来弥补。 5，盈余

预算 盈余预算是财政支出小于财政收入的预算。盈余预算也

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政府制定预算时自然产生的盈余，

即政府将各项支出打足，财政收入仍然大于支出；一种情况

是政府有意实行的盈余预算，当经济过热或出现通货膨胀时

，为了控制国民经济运行，政府压低各项支出，也形成盈余

预算。 政府有意实行赤字预算或盈余预算，本身就是一种宏

观经济调控财政政策，即功能财政。根据上述财政效应，正



确的财政政策应对宏观经济波动实行逆向调节。当经济繁荣

、资源紧张、通货膨胀时，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在收缩财

政收入的同时，以更大幅度减少财政支出，保持支出的减少

超过收入的减少；当经济萧条、资源闲置、通货紧缩时，实

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在扩大财政收入规模时，以更大幅度

扩大支出。 财政预算对宏观经济结构同样具有调节作用。从

收入方面看，它可以通过改变税收收入的结构、中央收入与

地方收入的结构、财政收入与国民收入的结构等，实现一定

的政策目的。从支出方面看，财政预算除了用于必不可少的

行政、国防支出之外，主要用于基础设施、文化、教育、科

学、公用事业等，调节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比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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