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与金融》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财政与金融》

13位ISBN编号：9787040300161

10位ISBN编号：7040300168

出版时间：2010-10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页数：49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财政与金融》

前言

为适应我国经济改革发展的新形势和高等院校教学改革的新要求，在广泛征求使用单位和读者意见的
基础上，作者对本书又进行了修订。本次修订的指导思想，一是努力揭示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金融运
行的特点，充分反映近年来我国财政金融改革发展的新问题、新经验；二是增强教材的可读性和适用
性，更好地适应高等院校教学改革，特别是加强素质教育的要求，编写出真正面向21世纪的财政金融
课程教材。本书财政学部分在第四版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财政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在强调特色
的基础上注意与相关教材的融合，并尽量反映最近几年来我国财政管理的最新进展和财政体制改革的
最新成果。与第四版相比主要有以下变动：（1）对一些基本概念、理论及基础知识进行了修订（第
一、七、八章）。（2）对我国财政管理中出现的新情况、新动向进行了修订与增补（第二、三章更
新了我国最新出台的财政支出、收入分类及财政改革新动向；第四、五章更新了我国税收制度的相关
内容：包括按课税对象不同对税收的重新分类以及个人所得税的变化等；第八章对国家预算制度的改
革及出现的一些新情况进行了修订与补充；第九章增补了财政政策的一些新情况；第十章增补了财政
管理体制的新发展）。（3）更换了过时的数据和资料，相当部分数据的截止期限为2008年年底（第二
、三、七、九章）。本书金融部分的修订.主要有三个方面：（1）删节了一些不够精炼或略嫌重复的
内容，对个别文字、数据作了修改或订正；（2）全面更新了中国货币供应量、金融机构信贷收支、
国际收支平衡表等方面的统计数据和资料；（3）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诸如风险与风险管理，度量
物价变动的CPI、PPI，管理通胀预期，股票价格指数期货，以及消费金融公司、小额贷款公司、“格
莱珉模式”等。宏观调控部分的修订增加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内容，对近年出现的流动
性过剩问题，也明确为与信用膨胀是同一个问题。本书的财政部分（第1-10章）由北京工业大学经济
与管理学院宗刚教授编写，金融和宏观调控部分（第11-19章）由上海理工大学商学院朱耀明教授编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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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学校管理类专业主干课程教材:财政与金融(第5版)》根据我国近年来财政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实
际情况，依照加强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及技能教学的要求，强调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金融运行的特点
，本着既充分反映我国财政、金融改革发展的成果，又兼顾我国现状及发展趋势的指导思想，进行了
又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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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客观说。客观说认为应以能客观观察并衡量的某种指标作为衡量纳税能力的依据。由于
这些指标具有可观察和可衡量的性质，因此在实践中较为可行。但是，应用什么指标来衡量各人的纳
税能力，人们仍存在着不同看法。多数人主张以各人的收入作为衡量纳税能力的指标，收人多的人多
纳税，收入少的人少纳税。一般来说，以收入作为衡量纳税能力的标准是言之成理的。但是什么是“
收入”，它的统计口径如何确定，仍存在一些问题：①是以单个人的收入还是以一组人的平均收入（
例如家庭平均收入）作为衡量纳税能力的标准？假定甲、乙两人有相同的收入，甲上有老下有小，都
依靠他的收入生活，而乙则没有这些负担，这两个人的纳税能力显然有所不同。如果以甲、乙的收人
作为衡量这两个人纳税能力的标准，甲、乙两人就要交同样多的税。②是以纯收入还是以扣除某些支
出后的净收入作为衡量纳税能力的标准？假如甲、乙两人有相同的收入，甲体弱多病，为了维持工作
能力需花费许多医疗费，而乙则身体健康。两人获取同等收入，但所花费的成本开支不一样，因而净
收入也不相同，纳税能力也并不相同。③是以货币收入还是以经济收入为衡量纳税能力的标准？假定
甲为别人干活，取得一定的货币收入，他用这些货币收入来购买自己所需要的生活用品，而乙为自己
干活，生产出自己所需要的生活用品（假定与甲所得到的一样多）。从货币收入来看，甲有收入，而
乙无收入；但从经济收入来看，甲、乙两人得到的收入是同等的。单用货币收入来衡量纳税能力就会
出现甲要纳税而乙无须纳税的情况。也有人主张以消费作为衡量各人纳税能力的依据。这种观点认为
，以收入来衡量纳税能力，收人多的就要多纳税，这是不公平的。因为在市场经济中收入的多少标志
着一个人对生产所做的贡献，不能因为贡献大而要求他多纳税。收入如果用于积累会增加社会的总财
富，并可造福于未来，而消费则标志着一个人对社会的索取，索取越多，纳税能力越强，就应缴纳较
多的税。以消费为衡量纳税能力的标准在实践上意味着不课征所得税，仅课征商品税，而且并非所有
的商品都课税，而是只向消费品征税。在客观上它起着鼓励投资、抑制消费的作用。由于增加投资会
使国民经济增长，因此，许多国家的税收政策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以消费为衡量纳税能力的这一观点
。另一方面，虽然消费额的多少与收入的多少有一定联系，但二者之间并不一定成比例。一个月收入
为2000元的人可能会消费l200，储蓄800元，而一个月收人为1000元的人则可能要消费900元，只储
蓄100元。每个人的储蓄率会随他的收入的增加而增加。这样，各人的消费就不一定代表了他的支付能
力。消费课税会形成一种累退性的税收，即收入越高，纳税额占收入的比例就越低。在上例中，如果
消费税为消费额的10％，那么获得较多收入的人的税额与收入的比例为6％，而获得较低收入的人的税
额与收入的比例为9％，收入高的人缴纳税收的比例反而低于收入低的人。这表明以消费为衡量纳税
能力的标准将不利于社会缩小贫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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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财政与金融(第5版)》：高等学校管理类专业主干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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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错，书蛮好的，而且比从学校定的便宜
2、我国财政与金融的基础知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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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财政与金融》的笔记-第1页

        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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