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收入

 一：财政收入的含义与分类

 （一）财政收入的含义：指政府为履行其职能，实施公共政策和提供
 公共物品与服务需要而筹集的一切资金的总和。

 （二）政府收入的分类

 1.税收：政府从私人部门获得的强制性资金转移。

 2.社会缴款

 包括保障计划收入和雇主提供的退休福利之外的其他社会保险计划收
 入。

 社会缴款可以是强制性的，也可以是自愿性的。

 强制性社会缴款与税收的不同之处在于如果规定的事件发生，缴纳人
 和其他受益人有权获得某些社会福利，但缴纳税收并不能使纳税人获

 得相同的权利。

 3.赠与收入：从其他政府或国际组织那里得到的非强制性的转移，是
 对一国政府自有财政收入的补充，可以是现金或实物的形式。

 4.其他收入：指税收、社会缴款和赠与以外的所有其他收入，主要包
 括出售商晶和服务的收入、利息和其他财产收炎；除赠与以外的其他

 现金或实物形式的自愿转移以及罚金和罚款

 （三）衡量财政收入的不同口径

 最小口径  仅包含税收收入

 小口径  除税收收入外，还包含纳入财政预算（即一般预算）的非税收入

 中口径  是财政预算收入加社会保障缴费收入

 大口径  全部的政府收入

 （四）财政集中度与宏观税负

 含义：通俗地称为宏观税负，是指国家通过各种形式，从国民经济收
 支环流中截取并运用的资金占国民经济总量的比重。

 度量口径：从小到大分别是：①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②财政收
 入占GDP的比重；③财政收入加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收入、社会保障基金收入后的合计占GDP的比重

 二：税收

 （一）基本含义

 （二）基本特征

 （三）拉弗曲线

 三：税负转嫁

 （一）税负转嫁的方式

 （二）影响税负转嫁的因素

 （三）优化我国财政支出结构

 四：国债

 （一）国债的基本含义

 （二）国债的种类

 （三）国债的政策功能

 含义：国家为实现其职能，凭借其政治权力，依法参与单位和个人的
 财富分配，强制、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

 内涵

 征收主体：国家

 征收客体：单位和个人

 征收目的：满足社会公共需要

 征收依据：法律

 征收过程：物质财富从私人部门单向地、无偿地转移给国家

 直接结果：国家取得财政收入

 强制性：指政府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直接凭借政治权力，通过法律
 形式对社会产品实行强制征收。

 无偿性：指政府向纳税人进行的无须偿还的征收

 固定性：指国家通过法律形式预先规定了课税对象、税基及税率等要
 素

 是对税率与税收收入或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形象描述，因其提出者为
 美国经济学家阿瑟·拉弗而得名。

 基本含义  保持适度的宏观税负水平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条件

 提示作用
 征税有禁区，要注意涵养税源。这里的税源主要是指国民收入，即

 GDP或经济增长。

 前转：也称“顺转”或“向前转嫁”，指纳税人将其所纳税款通过提
 高其所提供商品价格的方法，向前转移给商品的购买者或者最终消费
 者负担的一种形式。前转是税收转嫁最典型和最普遍的形式，多发生

 在流转税上。

 后转：也称“逆转”或“向后转嫁”，指在纳税人前转税负存在困难
 时，纳税人通过压低购入商品或者生产要素进价的方式，将其缴纳的

 税收转给商品或者生产要素供给者的一种税负转嫁方式。

 混转：也称“散转”，指纳税人既可以把税负转嫁给供应商，又可以
 把税负转嫁给购买者，实际上是前转和后转的混合方式。这种转嫁方

 式实践中比较常见。

 消转：指纳税人用降低征税物品成本的办法使税负从新增利润中得到
 抵补。通过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措施降低成本、增加利

 润来抵消税负。

 旁转：也称“侧转”，指纳税人将应负担的税负转嫁给购买者或者供
 应者以外的其他人负担。

 税收资本化：也称“资本还原”，指生产要素购买者将所购买的生产
 要素未来应当缴纳的税款，通过从购入价格中预先扣除的方法，向后

 转嫁给生产要素的出售者。最典型的就是对土地交易的课税。

 1.应税商品供给与需求的弹性

 是决定税负转嫁状况的关键因素。具体纳税人自己负担的部分和转嫁
 出去部分的比例如何，主要决定于课税商品的供给与需求弹性。如果
 需求弹性较大，供给弹性较小，则税负将主要由纳税人自己承担；如

 果需求弹性较小，供给弹性较大，税负将主要由其他人承担。

 2.课税商品的性质
 生活必需品

 非生活必需品

 需求弹性小，消费基础广泛，税负容易转嫁。

 需求弹性大，消费基础较窄，税负不易转嫁。

 3.课税与经济交易的关系
 税负转嫁是在经济交易过程中发生的，经济交易是税负转嫁的必要条

 件

 4.课税范围的大小

 课税范围越广泛，越不容易对商品的购买者产生替代效应，使需求缺
 乏弹性，课税商品价格的提高变得比较容易，税负容易转嫁；课税范

 围越狭窄，越容易对商品的购买者

 产生替代效应，使需求更具弹性，课税商品价格的提高就变得艰难，
 税负难以转嫁。

 含义：即国家债务，指一国中央政府作为主体，依据有借有还的信用
 原则取得的资金来源，是一种有偿形式的、非经常性的财政收入。

 产生条件

 经济方面：商品货币经济要发展到一定水平，社会存在比较充裕的闲
 置资金和比较健全的信用制度

 财政方面：国家财力不充裕，存在财政困难，有资金和经济上的需要

 1.内债和外债

 2.短期国债、中期国债和长期国债

 3.固定利率国债、浮动利率国债

 4.上市(流通)国债、非上市(流通)国债

 5.货币国债、实物国债

 弥补财政赤字、筹集建设资金、调节货币供应量和利率、调控宏观经
 济

 （四）国债的负担与限度

 国债负担可从四个方面来分析：认购者负担、债务人负担(政府负
 担)、纳税人负担、代际负担。

 衡量国债限度的指标：

 绝对规模
 一是国债余额；二是当年发行的国债总额；三是当年到期需还本付息

 的国债总额。

 相对规模

 (1)国债负担率：又称国民经济承受能力，是指国债累计余额占GDP
 的比重

 (2)债务依存度：指当年的债务收入与财政支出的比例关系

 （五）李嘉图等价定理

 在某些条件下，政府无论用债券还是税收筹资，其效果都是相同的或
 者等价的。

 国债有益论：弥补财政赤字，增加消费与投资，为公开市场操作提供
 回旋余地。与税收相比，国债可带给债权人一种“财富有所增加的幻

 觉”

 （六）国债制度

 1.发行制度

 含义

 发行条件

 发行方式

 关于国债发行、企业和个人认购事项的原则与安排的规定。由国债发
 行条件和国债发行方式构成

 政府以债券形式筹集资金时所申明的各项条款或规定。决定国债发行
 条件的关键是国债的发行方式

 主要有公募招标方式、承购包销方式、直接发售方式、“随买”方式

 2.偿还制度

 是国家对国债偿还及与偿还相关的各个方面所做的规定。我国国债偿
 还方式主要有抽签分次偿还、到期一次偿还、转期偿还、提前偿还和

 市场购销法等

 3.市场制度

 含义  指以国债为交易对象而形成的供求关系的总和

 分类

 国债发行市场：又称国债一级市场

 国债流通市场
 证券交易所

 场外交易市场

 （七）国债市场的功能

 1.实现国债发行和偿还
 国家可以采取固定收益出售方式和公募拍卖方式在国债市场的交易中

 完成发行和偿还国债的任务

 2.调节社会资金运行

 国债承销机构和国债认购者以及国债持有者与证券经纪人从事的直接
 交易。国债持有者和国债认购者从事的间接交易，都是社会资金的再
 分配过程。最终使资金需要者和国债需要者得到满足，使社会资金的

 配置趋向合理

 （八）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

 1.政府性债务的分类

 2.中央政府债务管理制度

 3.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制度

 ①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

 ②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

 ③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

 中央政府债务实行余额管理。中央国债余额限额根据累计赤字和应对
 当年短收需发行的债务等因素合理确定，报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审批

 (1)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

 (2)地方政府举债规模报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批准

 (3)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规模控制和分类管理

 (4)严格限定政府举债程序和资金用途

 (5)建立债务风险预警及化解机制

 (6)建立考核问责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