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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所谓财政，是以政府为主体，通过获得收入、安排支出，实现政府职能并对资源进行配置、调节的经
济活动。
财政学（如果把政府看成公共部门，也可称之为公共部门经济学，简称公共经济学）是研究以政府为
主体的资源配置活动规律的经济学分支，它的根本目的是通过总结古今中外财政实践的经验和教训，
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财政活动的效果，寻找福利损失最小的财政制度安排。
因此，寻找使福利损失最小化的财政制度安排是贯穿整个财政学研究的主线。
中国财政学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为框架，建立解释中国社会主义财政现象的理论，在财
政到底是什么这一问题上，即所谓财政本质问题，学界形成了不同的看法和观点，主要的观点包括“
国家分配论”、“剩余产品价值分配论”、“公共需要分配论”、“国家资金运动论”等。
他们采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从现象看本质的哲学方法，试图概括财政的特殊运动规律，以此为出发点提
出制度设计和政策选择的原则，提出了不少有创新意义的主张，对推进中国财政制度建设和完善以及
财政管理人才培养起了一定作用。
但鉴于社会经济和财政活动实践的历史条件的限制，理论界对财政实践内涵的把握不够深入，以及对
西方财政学说采取简单的排斥等种种原因，传统财政学教材存在如下一些缺陷：其一，缺乏一以贯之
的基本理论和概念。
翻开多数20世纪80年代甚至90年代出版的财政学教材，我们均能感到，前面的理论分析与后面的制度
阐述脱节，以至于造成对基本理论各持己见，但对具体问题的分析却基本相同。
例如，在分析财政本质问题时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资本论原理，但在分析税收、预算等具体
财政概念时并不体现前面的基础理论。
其二，缺少一以贯之的基本主线。
西方财政学教材一条一以贯之的主线就是社会福利最大化，每一章每一节的阐述均不脱离这一主线，
并以是否符合社会福利最大化作为判断财政政策和制度好坏的价值准则。
在我们传统财政学教材中很难找到一条主线，因此传统财政学教材在阐述具体财政活动和财政制度发
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和依据方面说服力不够，在提出一套对具体财政制度和政策进行价值判断的标准体
系方面也比较薄弱，从而无法向读者提供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判断的系统的理论与方法。
我们并不主张照搬西方的理论，采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财政问题，建立其特有的理论
框架，仍然大有前途，但在整个分析的体系中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作为主线一以贯之，否则难
免出现概念的张冠李戴和逻辑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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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财政学是研究政府收支活动及其对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宏观经济稳定产生影响的经济学分支。
杨斌主编的《财政学》着力反映中国财政的全貌，立足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特点，基于辨析选择并论述
财政学基本原理和知识，阐述中国财政的特殊现象，分析中国财政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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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从年初人大审查预算执行情况看，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第一，上年预算执行的结转资金和结转
项目，未列入本年初人大财政决策的范围，但这些支出仍按正常进度运行，不但冲击了本年度预算执
行，而且脱离了本年度人大的监督；第二，年初预算审批时，预算数字不准确，不包括本级政府在财
政资金上对上级的返还和对下级的返还，不但使财政决策不准确、不严肃，而且对这部分资金的监督
，人大失控；第三，上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在一年之间，不断出台新的政策，地方为落实这些政策
，不断追加支出并为此增加收入，从而破坏了年初人大审批过的预算，影响了本年度的预算执行；第
四，财政部门向人大及其常委会报送有关预算执行情况的意识薄弱，报送不及时、不规范，削弱了人
大监督的作用；第五，预算中安排的预备费使用不规范，甚至不合理，如将结余安排到不属于预备费
开支的项目上，形成结转下年结余以便下一年调剂使用，或出现年终突击支用预备费的现象。
从年中人大常委会对决算监督看，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第一，每年政府上一年度决算编成后，一般报
上级主管部门审核，等结算完毕后才提交人大常委会审查，不少地方就连召开财政决算工作会议也不
让人大财经机构人员参加，从而大大削弱了人大常委会在决算方面的监督权力。
第二，决算审查时间短。
每年五六月份上级财政部门才办理完毕上年度对下级财政的结算事项，留给人大常委会审查的时间极
短。
第三，政府提供人大常委会的决算资料非常少，一般只有决算说明和为数很少的几张决算表格，预算
与决算即使出现巨大差额也不向人大作出说明，上级补助、转移支付、预留配套资金等具体项目都无
据可查。
第四，审计部门的审计报告不科学，审计部门不对财政总决算进行审计，也不向人大报告审计结果和
存在的问题。
第五，人大对部门决算监督不够，根本不知道财政资金的投向是否正确，效益如何，从而失去了对决
算基础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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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财政学(第2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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