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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学原理》

内容概要

《财政学原理》旨在向已经学习过经济学基本理论的财经类专业学生介绍财政学的基本理论。除导论
部分外，全书分四个部分（即四篇），共十四章。导论主要介绍财政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财政
学的理论体系以及财政理论发展概况。第一篇是基础理论篇，包括第一至第三章，主要介绍公共商品
理论、市场与效率理论、政府活动与财政职能理论。第二篇是财政支出篇，包括第四至第六章。其中
。第四章是财政支出概论，主要介绍财政支出的规模、结构及其演化规律和动因。第五章、第六章分
别讲述购买支出和转移支出，主要侧重于说明各种支出的内容、支出方式和理论依据。第三篇是财政
收入篇.包括第七至第十章。其中，第七章是财政收入总论，主要介绍财政收入的类型、规模、结构等
。第八章阐述税收原理。包括税收类型和原则、税收负担、税收效应以及最优课税理论等。第九章介
绍税收制度，包括税制结构、商品课税、所得课税、财产课税和国际税收。第十章讲述公共收费，包
括公共收费的类型、公共收费标准与定价方法等。第四篇是宏观调控篇，包括第十一至第十四章。其
中，第十一章是财政预算，主要讲述财政预算的概念与特征、预算程序和预算平衡理论。第十二章是
公债理论，包括公债的性质与特点、公债负担与效应、公债规模与风险等。第十三章介绍财政政策与
宏观调控，包括财政政策目标、财政政策运行机理以及财政政策的选择等。第十四章是政府间财政关
系，主要介绍财政分权理论、政府预算管理体制以及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
《财政学原理》适用于经济管理类财政学课程本科教学，也可作为财税干部培训和社会读者自学用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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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学原理》

书籍目录

导论　第一节　财政的概念　　一、现实中的财政　　二、财政产生的条件　　三、财政的概念和特
征　第二节　财政学的基本问题　　一、经济学体系中的财政学　　二、财政学研究的基本问题　　
三、财政学的研究方法　第三节　财政学的理论体系　　一、西方财政理论的发展历程　　二、新中
国的财政理论与体系　　三、本书的理论体系　　基础理论篇第一章　公共需求　本章重点　第一节
　公共需求与公共商品　　一、私人需求与公共需求　　二、公共商品的定义　　三、公共商品的基
本特征　　四、纯粹公共商品与混合商品　第二节　公共需求的决定：公共选择　　一、公共选择的
基本问题　　二、公共选择的投票规则　　三、“投票之谜　第三节　公共商品的提供　　一、公共
商品的生产和提供者　　二、公共商品的消费与提供　　三、公共商品提供方式的选择　重要名词　
思考题第二章　效率与市场　本章重点　第一节　资源配置　　一、资源的稀缺性　　二、资源配置
的内涵　　三、资源配置机制　第二节　市场机制　　一、“经济人”假说　　二、市场　　三、市
场机制　　四、市场机制有效的环境　第三节　资源配置效率　　一、资源配置效率的衡量标准　　
帕累托效率标准　　二、生产效率　　三、交换效率　　四、综合效率　第四节　公共商品供给的效
率产量　　一、鲍温模型　　二、庇古模型　　三、威克塞尔-林达尔模型　第五节　市场失灵　　一
、不能有效提供公共商品　　二、不能有效地解决外部性问题　　三、市场竞争不完全性　　四、市
场信息不充分　　五、收入分配不公平　　六、宏观经济波动　重要名词　思考题第三章　政府活动
与财政职能　本章重点　第一节　政府概览　　一、政府的性质与特征　　二、政府行为与政府体系
　　三、关于政府的不同观点　第二节　混合经济中的政府职能　　一、混合经济　　二、政府职能
观的发展　　三、政府的经济职能　第三节　财政职能　　一、资源配置职能　　二、收入分配职能
　　三、经济稳定职能　第四节　政府失灵　　一、背景　　二、政府失灵及其表现　　三、政府失
灵的主要原因　　四、政府失灵的治理　重要名词　思考题　　财政支出篇第四章　财政支出概论　
本章重点　第一节　财政支出分类　　一、财政支出的含义　　二、财政支出分类　　三、财政支出
结构与优化　第二节　财政支出规模　　一、财政支出规模的衡量指标　　二、财政支出规模的增长
趋势　　三、财政支出增长的宏观模型　　四、财政支出增长的微观模型　　五、财政支出的合理规
模　重要名词　思考题第五章　购买支出　本章重点　第一节　维持性支出　　一、国家管理支出　
　二、国防支出　第二节　经济性支出　　一、基础产业投资　　二、农业投资　第三节　社会性支
出　　一、教育支出　　二、文化支出　　三、医疗卫生支出　　四、科技支出　　五、环境、资源
保护支出　重要名词　思考题第六章　转移支出　本章重点　第一节　社会保障支出　　一、社会保
障的含义、特征及构成　　二、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概况和趋势　　三、社会保障的功能　　四、社
会保障基金的来源　　五、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模式　　六、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　第二节　财政补
贴支出　　⋯⋯财政收入篇宏观调控篇主要参考书目附：本书参考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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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投票的多数性规则　  由于一致同意的投票规则很难操作，在大多数情况下都采用投票的多
数性规则。投票的多数性规则是指：在一项提案最终成为公共政策之前必须经过多数投票者的赞成。
　  根据在公共选择程序中不同的技术性设置，投票的多数性规则可以分为简单多数规则和复杂多数
规则。　  简单多数规则是指当对一项议案进行表决时，只要超过半数的投票者投赞成票，该议案就
可以获得通过。这项规则不要求每个人都对最终结果感到满意，但要求多数人对结果感到满意，因此
这项规则又称为多数满意规则。这意味着，一项提案在付诸实施之前，必须拥有一半以上的拥护者。
简单多数投票规则是最常见的一种公共选择方式。　  多数投票规则可以体现大多数人的意愿，但也
可能会导致&ldquo;多数人的暴政&rdquo;，即多数人可以采用投票方式通过一些带有政治歧视、收入
分配不公以及其他法案的方式，将一些明显不合理的条款强加在少数人头上，对少数人进行政治和经
济上的压迫。为了保护少数人的利益，避免&ldquo;多数人的暴政&rdquo;，可以在一些重要的场合采
用复杂多数规则。如对宪法进行修正时，要遵循复杂多数规则。与简单多数不同，复杂多数（
或&ldquo;超多数&rdquo;）规则要求一项议案的通过要获得超过多数（如2／3）的赞成票。　  必须承
认，投票的多数性规则的确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少数人将其个人偏好强加给多数人的现象。在对一项
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尽管可能导致少数人的状况恶化，但是除非出现了失误，否则它总会使多数人
的状况变好，所以排除了社会的总体状况绝对恶化的可能。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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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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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学原理》

章节试读

1、《财政学原理》的笔记-第10页

        1、国家财政与公共财政的区别。
2、一般性分配（市场性分配）以生产要素为依托，属于初次分配的范围。财政分配的目的是满足公
共需求，主体是公共权力组织，分配对象是剩余产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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