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中文名称：公共经济学 

课程英文名称：Public sector economics 

建议最低学分：3学分 

建议开设时间：一年级第二学期 

二、课程基本性质 

本课程是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课程的基础课，涉及公共经济理论、方法与

实践等方面。 

公共经济学是一门以经济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法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为

支撑，具有科际整合特点的学科，其中经济学、公共管理学是最重要的学科基础。

公共经济学综合运用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制度

经济学、宪政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政府行为、政府活动、

政府职能及政府效率进行规范和实证研究。公共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政策性较

强的课程，其研究核心是政府应怎样发挥职能才能推动经济的发展、促进人民福

利水平的提高。 

作为公共管理学专业硕士学位课程的一门基础课，本课程适用于公共管理硕

士学位研究生一年级第二学期开设。 

三、课程地位与作用 

公共经济学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公共财政学逐步发展起来，七十年代初独

立的一门学科。公共经济学以公共部门经济行为，特别是政府职能及其对资源配

置和社会福利影响为研究对象，研究经济领域中政府所进行的公共干预，以充分

实现政府行使职能的总体目标：有效配置资源，增进人民福利，维护社会稳定。

公共经济学的重要性来源于现代政府在国民经济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公共经济学在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课程体系具有重要的位置，属于我校选

设核心课程。本课程提供公共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基础知识教学，是一门全面剖析

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部门的经济行为的课程，通过课程的学习能够使我国高层次

公共管理人才对公共部门的职能有更系统、完整的理解和把握，能为我国政府在

促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提供经验总结和理论启示，这对于从事

公共管理的专业人才来说是必需具备的。公共经济学还能够为我国公共管理硕士

专业学位人才培养的提供基础理论和思维方法，它对于理解和掌握其他课程的内

容，处理相关公共管理问题具有基础性和方法论的意义。 

四、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旨在使学生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并能

够运用这些理论、方法去制定公共经济政策和分析与解决公共经济问题。本课程

力图培育公共管理专业学生在处理公共经济问题中“推动经济发展、促进人民福

利水平提高”的价值观，以及在处理公共经济问题中应该具备的逻辑思维能力、

解决问题能力和创新能力。要求学生能站在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高度去审视公

共经济活动，全面系统地掌握以公共产品或服务为核心的概念体系和运作机理，

同时能结合中国实际调查和研究现实生活中的公共经济问题。 

五、课程预备知识 



本课程学习需要学生自行修习与本课程内容密切相关的经济学、政治学、管

理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的知识，掌握初步的数理经济学、社会调查与研究和

定量分析的方法。学生也可以阅读一些有关心理学、伦理学、哲学的书籍，例如

政治哲学、社会心理学、社会伦理学等。 

六、课程内容及课时分配 

根据《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公共管理硕士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核心课程《公共经济学》学分设置为3学分。  

公共经济学借助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公共部

门如何以效率和公平为准则、以弥补市场缺陷为目标的各种经济行为。主要内容

有：市场与政府、外部效应、公共产品供给与需求、公共选择、公共支出、公共

预算、公共收入、税收理论、公债制度、财政政策与财政分权等。 

第一单元  市场与政府 

（一）学习意义与作用 

本单元涉及公共经济学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和理论基础，起入门和引领的作

用。通过本章的学习，能使学生了解和掌握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重点、

学习意义和学习方法，对公共经济学有一个概要的、整体性的认识，为后面学习

奠定基础。 

（二）教学要求 

通过本单元教学，使学生了解公共经济学形成与发展的学科背景与实践基

础，并在此基础上准确把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范畴和基本

方法；理论联系实际，理解公共部门经济活动的必要性，并能界定政府部门经济

活动和范围和公共部门的经济职能。 

（三）教学内容 

第一节  导论 

1.公共部门界定 

2.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3.公共经济学发展 

第二节  市场与政府 

1.资源配置效率 

2.市场失灵：社会公共需要 

3.公共部门的职能 

（四）教学重点 

1.社会经济福利的准则。 

2.公共部门的职能。 

（五）教学难点 

1.政府经济活动范围的界定。 

2.理论联系实际，分析现实的公共部门职能问题。 



（六）思考题 

1.请列举若干个公共经济的例子。 

2.什么是社会公共需要? 

3.简要解释MSB=MSC的含义。 

4.政府经济活动的范围是如何界定的？ 

5.公共财政要担负哪些职能？ 

（七）教学活动类型及时数安排 

本单元教学课时为6课时。具体安排如下： 

1.本单元教学以课堂讲授为主；课堂讲授在采用公共部门经济学教材的同

时，提供有关典型案例、材料和文献； 

2.本单元要求学生围绕我国相关公共经济学问题进行课堂讨论； 

3.本单元课堂讲授4课时，课堂讨论2课时。 

第二单元  外部效应 

（一）学习意义与作用 

    本单元所涉及的外部效应理论与实践的分析，对于学生深入把握相关公共部

门经济行为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将有助于深入了解外部效应扭曲资

源配置的发生机制，进而找出纠正外部效应的政策选择。 

（二）教学要求 

通过本单元的教学使学生能明确外部效应的分类和事例，外部效应与资源配

置效率的关系，外部效应的内在化的措施；并能够运用相关理论进行案例分析。 

（三）教学内容 

第一节  外部效应：分类和事例 

1.外部效应的分类方法 

2.正的外部效应与负的外部效应 

第二节  外部效应与资源配置效率 

1.负的外部效应与资源配置效率 

2.正的外部效应与资源配置效率 

3.正的外部效应：外部边际效益递减的情况 

第三节  外部效应的内在化：政府的矫正措施 

1.外部效应的内在化 

2.矫正性的税收与负的外部效应的内在化 

3.矫正性的财政补贴与正的外部效应的内在化 

（四）教学重点 

1.外部效应扭曲资源配置的发生机制。 

2.外部效应的纠正。 

（五）教学难点 



1.科斯定理在纠正外部效应中的应用。 

2.外部效应纠正实践的经验教训。 

（六）思考题 

1.什么是外部效应？如何对外部效应进行分类？ 

2.举例说明正的外部效应与负的外部效应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 

3.矫正性的税收和财政补贴的作用机制是怎样的？ 

（七）教学活动类型及时数安排 

本单元教学课时为4课时。具体安排如下： 

1.在课堂讲授理论基础上，围绕重点、难点，选取典型案例，进行案例教学； 

2.本单元要求学生围绕我国外部效应纠正相关实践进行课堂讨论；提供有关

典型案例、材料和文献供学生撰写小论文。 

3.本单元课堂讲授2课时，课堂讨论2课时。 

第三单元  公共物品理论 

（一）学习意义与作用 

公共物品是市场失灵的重要领域之一，公共物品问题历来备受公共部门经济

学研究所关注。本单元所涉及的公共物品理论的分析，将有助于学生明确判断什

么是公共物品，不同的公共物品应该怎么提供、由谁提供，为深入综合了解当前

中国公共物品供给问题提供思考方法与可能路径。 

（二）教学要求 

通过本单元的教学将使学生能明确什么是纯粹的公共物品或服务，掌握纯粹

的公共物品与纯粹的私人物品的需求分析，纯粹公共物品的配置效率，林达尔均

衡和免费搭车者以及混合物品或服务的涵义。 

（三）教学内容 

第一节  纯粹的公共物品或服务 

1.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特性的比较 

2.一个典型的事例：馒头和供暖 

3.判定公共物品的步骤 

第二节  纯粹的公共物品与纯粹的私人物品：需求分析 

1.对纯粹的私人物品的需求：水平相加 

2.对纯粹的私人物品的需求：垂直相加 

第三节  纯粹公共物品的配置效率 

1.MSB=MSC：公共物品同样适用 

2.一个数字的例子 

第四节  林达尔均衡和免费搭车者 

1.一种公共物品的供给方式：自愿捐献与成本负担 

2.林达尔均衡和免费搭车者的出现 

3.公共财政——免费搭车者的问题 

第五节  混合物品或服务 



1.混合物品的概念 

2.混合物品的供给 

（四）教学重点 

1.公共物品的判定。 

2.公共产品配置效率的理论和实证分析。 

（五）教学难点 

1.混合产品的提供。 

2.公共物品提供实践的经验教训。 

（六）思考题 

1.相对于私人物品或服务来说，公共物品或服务具有哪些特性？ 

2.什么是纯粹的公共物品或服务？什么是纯粹的私人物品或服务？二者有

何区别？ 

3.如何实现纯粹的公共物品或服务的配置效率？ 

4.什么是林达尔均衡？ 

5.什么叫免费搭车者？如何解决免费搭车者的问题？ 

6.什么是混合物品或服务？混合物品或服务是怎样供给的？ 

（七）教学活动类型及时数安排 

本单元教学课时为4课时。具体安排如下： 

1.在课堂讲授理论基础上，围绕重点、难点，选取典型案例，进行案例教学； 

2.本单元要求学生围绕我国相关公共物品提供实践进行课堂讨论；提供有关

典型案例、材料和文献，引导学生探讨公共物品供给改革的新途径。 

3.本单元课堂讲授2课时，课堂讨论2课时。 

第四单元  公共选择理论 

（一）学习意义与作用 

本单元在对公共选择理论进行概述的基础上，对于公共选择理论中的投票理

论和政治行为分析进行了详细介绍，从经济学视角对政府的决策过程进行了分

析。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可有利于学员形成从经济学角度考察政治生活领域事件

的思维，提高他们准确把握政府决策过程的能力。 

（二）教学要求 

通过本单元的教学使学生能明确多数规则下的公共物品的供给，投票结果的

唯一性和循环的产生，投票交易和政治行为的分析；能运用相关理论对我国公共

选择事例进行分析。 

（三）教学内容 

第一节  多数规则下的公共物品的供给 

1.简单多数规则 

2.政治均衡 



3.投票与决策 

4.简要的归纳：政治均衡的决定因素 

5.多数规则下的政治均衡：一个模型 

6.中间投票者 

第二节  投票结果的唯一性和循环 

1.单峰偏好与多峰偏好 

2.配对投票：循环现象的出现 

3.多峰偏好的存在 

第三节  投票交易 

1.互投赞成票 

2.隐含的投票交易 

3.投票交易与效率 

第四节  政治行为的分析 

1.投票还是不投票：投票者 

2.选票极大化：政治家（政党） 

3.公共权力极大化：政府部门（官员） 

4.特殊利益集团：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四）教学重点 

1.掌握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方法、中间投票人定理。 

2.投票悖论。 

3.投票交易。 

（五）教学难点 

1.政治行为的分析。 

2.投票交易的效率。 

3.从经济学角度考察政治生活领域的事件能力的培养。 

（六）思考题 

1.何为政治均衡？ 

2.如何理解中间投票者定理？ 

3.举例说明投票决策中的单峰偏好、多峰偏好代培对投票结果的影响。 

4.何谓也投票交易与隐含的投票交易？投票交易对资源配置效率有什么影

响? 

5.简要分析参与公共选择过程中的投票者、政治家（政党）、政府部门（官

员）以及特殊利益集团的行为特点。 

（七）教学活动类型及时数安排 

本单元教学课时为4课时。具体安排如下： 

1.在课堂讲授理论基础上，围绕重点、难点，选取典型案例，进行案例教学； 

2.本单元要求学生对我国的公共选择典型事例进行课堂讨论；提供有关典型

案例、材料和文献供学生探讨优化政府行为的方法。 

3.本单元课堂讲授2课时，课堂讨论2课时。 

第五单元  公共支出 



（一）学习意义与作用 

本单元讲授有关公共支出的基本原理、公共支出增长及其经济分析等内容，

对于学生把握政府介入经济、社会生活的规模与和深度，理解政府对经济、社会

生活的影响具有重要作用。 

（二）教学要求 

通过本单元的教学使学生能了解公共支出的结构，掌握不同类别公共支出的

经济影响，理解公共支出增长模型与公共支出增长现象的解释；并能够运用所学

知识对当前中国公共支出增长现象进行分析。 

（三）教学内容 

第一节  公共支出的结构 

1.公共支出：理论分类 

2.公共支出：预算分类 

第二节  公共支出的经济影响：消耗性支出 

1.消耗性支出对流通领域的影响 

2.消耗性支出对生产领域的影响 

3.消耗性支出对分配领域的影响 

第三节  公共支出的经济影响：转移性支出 

1.转移性支出对流通领域的影响 

2.转移性支出对生产领域的影响 

3.转移性支出对分配领域的影响 

4.一个简化的事例：食品券补贴 

第四节  公共支出的模型：关于公共支出增长现象的解释 

1.政府活动扩张法则 

2.公共收入增长引致说 

3.公共支出增长的发展模型 

4.非均衡增长模型 

第五节  公共支出增长原因分析 

1.需要方面的因素 

2.供给方面的因素 

（四）教学重点 

1.消耗性支出的经济影响。 

2.转移性支出的经济影响。 

3.公共支出增长的经济解释。 

（五）教学难点 

1.公共支出增长模型的理解。 

2.当前中国公共支出增长现象分析。 

（六）思考题 

1.公共支出在理论上和统计上应分别作怎样的分类？ 



2.消耗性支出对流通、生产和分配领域的影响是怎样的？ 

3.转移性支出对流通、生产和分配领域的影响是怎样的？ 

4.简要解释公共支出不断增长的现象。 

（七）教学活动类型及时数安排 

本单元教学课时为4课时。具体安排如下： 

1.在课堂讲授理论基础上，围绕重点、难点，选取典型案例，进行案例教学； 

2.本单元要求学生对我国公共支出典型事例进行课堂讨论；提供有关典型案

例、材料和文献供学生探讨优化公共支出行为的方法，探析当前中国公共支出增

长现象； 

3.本单元课堂讲授2课时，课堂讨论2课时。 

第六单元  公共预算 

（一）学习意义与作用 

本单元讲授有关公共预算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公共预算决策的经济分析等内

容，对于学生把握政府如何控制公共支出规模，提高公共部门的资源配置效率具

有重要作用；有利于学生养成运用经济学方法进行公共决策，提高决策效益的能

力。 

（二）教学要求 

通过本单元教学，能使学生掌握公共预算的内涵，熟悉公共预算决策程序，

理解基于机会成本和成本——效益分析的公共预算决策分析方法，了解预算决策

效益的其他分析方法；并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对当前我国公共预算存在的问题进行

分析并提出建设性建议。 

（三）教学内容 

第一节  几个相关概念 

1.公共预算 

2.预算年度 

3.公共预算的分类 

4.公共预算的原则 

第二节  公共预算决策程序 

1.编制和提出 

2.审议和批准 

3.执行 

4.执行的监督 

第三节  公共预算决策：机会成本分析 

1.机会成本分析的含义 

2.进一步的说明：资源在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之间的配置 

第四节  公共预算决策的经济分析：成本——效益分析 

1.成本——效益分析的含义 

2.成本——效益分析的步骤 

3.时间因素的考虑：贴现 



4.成本——效益分析的作用与局限性 

第五节  预算决策效益的其他分析方法 

1.最低费用选择法 

2.公共定价法 

（四）教学重点 

1.预算的各种形式。 

2.公共预算决策程序。 

3.公共预算的机会成本分析和经济分析。 

（五）教学难点 

1.机会成本分析方法。 

2.不同公共预算决策方法的选择。 

3.当前我国公共预算存在的问题。 

（六）思考题 

1.什么是公共预算？它具有几方面的功能？ 

2.公共预算的原则有哪些？ 

3.什么是机会成本分析？试举例说明它的应用。 

4.什么是成本——效益分析？试举例说明它的应用。 

（七）教学活动类型及时数安排 

本单元教学课时为4课时。具体安排如下： 

1.在课堂讲授的基础上，围绕具体工作领域的公共预算活动设计课题，引导

学生进行实际的公共项目的成本——收益分析； 

2.本单元要求学生围绕学生实际工作中预算决策难点，收集案例和相关文

献，进行课堂讨论或撰写论文； 

3.本单元课堂讲授2课时，课堂讨论2课时。 

第七单元   公共收入 

（一）学习意义与作用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能使学生明确公共收入的原则，获取公共收入的主要方

式；熟悉政府通过利用不同的公共收入组合影响政治与经济的均衡以及社会资源

的有效配置的原理，加强学生对公共部门行为的了解。 

（二）教学要求 

    通过本单元公共收入的原则，税收与公债，以及其他公共收入形式的介绍，

是学生能准确把握公共收入的主要方式，以及不同经济背景下的最优公共收入获

得方式；能对我国公共收入筹集过程中的问题进行探索性分析与尝试性解答。 

（三）教学内容 

第一节  公共收入的原则 

1.受益原则 



2.支付能力原则 

3.小结：线索与依循 

第二节  税收：公共收入的主要形式 

1.什么是税收 

2.课税主体、课税课题和税率 

3.税收是政府取得收入的最佳形式 

第三节  公债：有偿性的公共收入 

1.什么是公债 

2.公债的基本功能是弥补财政赤字 

3.公债与政府的资本性支出 

第四节  其他公共收入形式 

1.政府引致的通货膨胀 

2.捐赠 

3.使用费 

4.规费 

（四）教学重点 

1.公共收入的原则及其在我国的实践。 

2.公共收入的主要形式——税收。 

3.公债及其在我国的实践。 

（五）教学难点 

1.不同经济背景下的最优公共收入获得方式。 

2.我国公共收入筹集过程中的问题及其解答。 

（六）思考题 

1.什么是公共收入？ 

2.什么是公共收入的原则？其作用是什么？ 

3.什么是税收？为什么说税收是最佳的公共收入形式？ 

4.什么是公债？它的基本功能是什么？ 

（七）教学活动类型及时数安排 

本单元教学课时为4课时。具体安排如下： 

1.本单元要求课程主持人着力于公共收入的原则的讲授； 

2.在课堂讲授的基础上，要求学生围绕我国公共收入筹集过程中的问题及其

解答，收集案例和相关文献，进行课堂讨论； 

3.本单元课堂讲授2课时，课堂讨论2课时。 

第八单元  税收制度 

（一）学习意义与作用 

本单元的学习能使学生掌握税收原则，税种分类与税制结构，税收制度安排

等知识，对于学生全面系统了解公共收入的最主要方式——税收具有重要作用。

本单元的学习能为税收的效应分析、转嫁与归属的分析打下基础。本单元的学习



将系统梳理我国税收实践，并从中发现问题，提出解决思路，对于优化我国税收

结构、完善制度有着重要意义。 

（二）教学要求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使学生能了解税收原则的演变，掌握税收与公平的关系，

税收与效率的关系，税种的分类，税制结构的设计，税收制度等基础知识。在此

基础上，准确把握我国现行的税收结构调整、税收制度改革的方向。 

（三）教学内容 

第一节  税收原则的演变：一个简要的考察 

1.威廉.配第的税收原则 

2.攸士第的税收原则 

3.亚当.斯密的税收原则 

4.萨伊的税收原则 

5.瓦格纳的税收原则 

第二节  税收的公平与效率 

1.什么是税收公平 

2.衡量税收公平的标准 

3.什么是税收效率 

4.税收的效率 

第三节  税种的分类 

1.税收分类理论的沿革 

2.税收的分类可采用不同的标准 

3.最基本的是按课税对象的性质分类 

4.OECD和IMF的税种分类 

第四节  税制结构的设计 

1.税种的配置 

2.税源的选择 

3.税率的安排 

第五节  税收制度 

1.所得课税 

2.对财产的课税 

3.对流转的课税 

（四）教学重点 

1.税收原则及演变。 

2.税种的配置、税源的选择、税率的安排。 

3.税收制度。 

（五）教学难点 

1.税收与效率。 

2.我国现行的税收结构调整、税收制度改革的方向。 

（六）思考题 



1.简要阐述不同历史时期税收原则的主要思想。 

2.什么是税收公平原则？衡量税收公平的标准有哪些？ 

3.什么是税收效率原则？具体包括哪些内容？ 

4.税种可以按照怎样的标准进行分类？最基本的分类方法是什么? 

5.税制结构设计包括哪些内容？具体应该怎样进行安排？ 

6.什么是所得课税？所得课税包括哪些税种？各自的征收制度如何？ 

7.什么是财产课税？财产课税包括哪些税种？各自的征收制度如何？ 

8.什么是流转课税？流转课税包括哪些税种？各自的征收制度如何？ 

（七）教学活动类型及时数安排 

本单元教学课时为6课时。具体安排如下：  

1.本单元要求课程主持人着力于税收基本原理、税收制度基本架构的讲授； 

2.在课堂讲授的基础上，围绕税收制度设计与改革课题，引导学生收集案例

和相关文献，进行课堂讨论； 

3.本单元课堂讲授4课时，课堂讨论2课时。 

第九单元  税收效应、转嫁与归宿 

（一）学习意义与作用 

    本单元的学习能使学生全面了解税收对生产者行为、消费者行为、劳动投入、

私人储蓄与私人投资的影响等知识，能加深学生对于税收对社会、经济运行的方

方面面影响的理解，有利于学生正确把握我国税收制度建设的方向。 

（二）教学要求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使学生能系统了解税收对国民经济运行方方面面的影响，

以及税收的转嫁与归宿等知识，树立税收“非中性”意识，积极应对税收的各种

影响。 

（三）教学内容 

第一节  税收效应 

1.税收与生产者行为 

2.税收与消费者行为 

3.税收与劳动收入 

4.税收与私人储蓄 

5.税收与私人投资 

第二节  税收的转嫁与归宿 

1.转嫁与归宿：含义与形式 

2.税收归宿：局部均衡分析 

3.税收归宿：一般均衡分析 

（四）教学重点 

1.税收引起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 

2.税收转嫁的形式。 

3.税收转嫁与商品的需求、供给弹性的关系。 



（五）教学难点 

1.不同税种所引起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 

2.税收归宿的一般均衡分析。 

（六）思考题 

1.阐述税收对生产者行为的影响。 

2.阐述税收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 

3.阐述税收对劳动投入的影响。 

4.阐述税收对私人储蓄的影响。 

5.对私人投资的影响包括哪些方面？具体各有什么影响？ 

6. 阐述税收转嫁与归宿。 

7.税收转嫁有哪些形式？ 

8.如何对税收归宿进行局部均衡分析？ 

9.如何对税收转嫁与归宿进行一般均衡分析？ 

（七）教学活动类型及时数安排 

本单元教学课时为6课时。具体安排如下： 

1.本单元要求课程主持人着力于税收效应、转嫁与归宿的讲授； 

2.在课堂讲授的基础上，围绕税收效应、转嫁与归宿课题，引导学生收集案

例和相关文献，进行课堂讨论并撰写小论文； 

3.本单元课堂讲授4课时，课堂讨论2课时。 

第十单元  公债 

（一）学习意义与作用 

本单元的学习能使学生全面了解公债理论的演变和公债管理、运用的发展，

以及基于经济稳定发展需要考量的公债管理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关系，对于正确理

解公债在稳定宏观经济中的独特作用有着重要意义。 

（二）教学要求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使学生在了解公债理论观点的演进、公债的应债来源的基

础上，明确公债管理流动性效应和利息率效应，把握公债管理如何与财政、货币

政策的协调配合，并能对我国公债管理、运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索性分析

与尝试性解答。 

（三）教学内容 

第一节  公债的运用原则：理论观点的演进 

1.大衰退以前的正统公债理论：负债有害论 

2.大衰退以后的现代公债理论：负债新哲学论 

3.公债的运用原则：归纳与比较 

第二节  公债的种类、发行与还本付息 

1.公债的分类方法 

2.公债的发行形式 



3.公债的发行条件：价格与利率 

4.公债的应债来源 

5.公债的还本付息 

第三节  公债管理的经济效应 

1.公债管理的流动性效应 

2.公债管理的利息率效应 

第四节  公债管理与宏观经济调控 

1.公债管理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同一性 

2.公债管理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差异性 

（四）教学重点 

1.公债运用原则理论。 

2.公债管理的经济效应。 

（五）教学难点 

1.公债管理与宏观经济调控。 

2.我国公债管理、运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六）思考题 

1.试述负债有害论和公债新哲学论的基本观点。 

2.公债都有哪些分类方法？ 

3.请说明银行系统与非银行系统认购公债的经济影响。 

4.请说明公债的还本付息方式。 

（七）教学活动类型及时数安排 

本单元教学课时为4课时。具体安排如下： 

1.本单元要求课程主持人着力于公债理论观点的演进、公债管理的讲授； 

2.在课堂讲授的基础上，围绕公债管理效应、公债管理如何与财政、货币政

策的协调配合等课题，引导学生收集案例和相关文献，进行课堂讨论并撰写小论

文； 

3.本单元课堂讲授2课时，课堂讨论2课时。 

第十一单元  财政政策 

（一）学习意义与作用 

本单元的学习能使学生全面了解财政政策的目标、类型及其与货币政策的协

调配合，以及财政政策对国民收入的影响，对于理解财政政策在促进宏观经济稳

定、可持续发展中的独特作用有着重要意义。通过本单元的学生有助于学生准确

把握我国年度及中长期财政政策调整的目标与方向。 

（二）教学要求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使学生在了解政府预算行为准则理论的演变、财政政策的

目标的基础上，明确财政政策对国民收入的影响，全面把握财政、货币政策的协

调配合方法，并对我国财政政策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索性分析。 



（三）教学内容 

第一节  政府预算行为准则理论的演变 

1.大衰退以前的正统预算准则：年度预算平衡论 

2.大衰退的产物：周期预算平衡论 

3.功能的比较 

第二节  GDP 的决定 

1.二元经济下的 GDP流量循环模型 

2.元经济下的 GDP决定 

3.元经济下的 GDP流量循环模型 

第三节  财政乘数的 GDP均衡水平 

1.政府支出乘数 

2.税收乘数 

3.平衡预算乘数 

第四节  财政政策的目标与类型 

1.财政政策的目标 

2.财政政策的类型：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 

第五节  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1.货币政策概述 

2.财政与货币政策调控的侧重点 

3.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模式 

第六节  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1.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含义及其产生与发展 

2.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类型 

3.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形式 

4.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内容 

（四）教学重点 

1.政府预算行为准则理论的演变 

2.财政乘数的GDP均衡水平 

3.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五）教学难点 

1.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及与货币政策的配合。 

2.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六）思考题 

1.简述年度预算平衡论、周期预算平衡论和功能财政论的主要观点。 

2.什么是财政乘数？它由哪几个方面的乘数组成？分别对GDP的均衡水平有

什么影响？ 

3.什么是财政政策？它的要旨是什么？ 

4.什么是自决的财政政策？它的作用机制是怎样的？ 

5.什么是非自决的财政政策？它的作用机制是怎样的？ 

6.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模式及其适用范围。 



（七）教学活动类型及时数安排 

本单元教学课时为4课时。具体安排如下： 

1.本单元要求课程主持人着力于财政政策基本理论、政策效应及其与货币政

策的协调配合的讲授； 

2.在课堂讲授的基础上，围绕我国财政政策的年度与中长期规划，财政、货

币政策协调配合等课题，引导学生收集案例和相关文献，进行课堂讨论并撰写小

论文； 

3.本单元课堂讲授2课时，课堂讨论2课时。 

第十二单元  政府间财政关系 

（一）学习意义与作用 

本单元的学习能使学生全面了解财政分权理论，系统把握财政职能划分、事

权与财权的划分，理解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运行，对于

如何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通过本单元的学生有助于学生

全面把握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调整的方向。 

（二）教学要求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使学生在了解财政分权、政府间转移支付理论的基础上，

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职能划分，全面把握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政府间

转移支付制度，并能对我国分税制、政府间转移支付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

探索性分析与尝试性解答。 

（三）教学内容 

第一节  财政分权管理体制 

1.财政分权理论 

2.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职能划分 

3.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第二节  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 

1.政府间转移支付概述 

2.政府间转移支付的理论依据 

3.政府间转移支付的种类 

（四）教学重点 

1.财政分权理论。 

2.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职能划分。 

3.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4.政府间转移支付的种类。 

（五）教学难点 

1.政府间转移支付的理论依据的理解。 

2.我国分税制、政府间转移支付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六）思考题 



1.财政分权理论包括那些理论，具体内容是什么？ 

2.财政职能应该如何在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划分。 

3.政府间事权划分应该遵循什么原则？世界各国的具体做法中有哪些共同

特征？ 

4.政府间财政支出划分应该遵循什么原则？世界各国的具体做法中有哪些

共同特征？ 

5.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包括哪些内容？ 

6.为什么要实行政府间转移支付？ 

（七）教学活动类型及时数安排 

本单元教学课时为4课时。具体安排如下： 

1.本单元要求课程主持人着力于财政分权管理的讲授； 

2.在课堂讲授的基础上，围绕我国分税制、政府间转移支付的相关课题，引

导学生收集案例和相关文献，进行课堂讨论； 

3.本单元课堂讲授2课时，课堂讨论2课时。 

七、课程教学方式 

1.本课程采取课堂讨论、案例分析报告、相关研究论文、调查分析报告等相

结合的教学方式； 

2.作为基础理论课程，本课程不拟采取模拟教学方式； 

3.不同的教学方式在本课程各单元中的分布情况详见各单元； 

4.各单元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专题讨论、典型案例分析的主题，由课程教学团

队设定； 

5.课程主持人、助理教师在课堂讨论、典型案例分析或者对策讨论时，应该

运用本课程专业理论、知识和方法，运用相关资料，提供认识问题、分析问题、

对策选择、解决问题的可能路径和对策选择。 

八、课程考核形式、计分办法和结业方式 

1.本课程的考核形式采取课堂讨论、案例分析报告、相关研究论文、调查分

析报告等相结合的方式； 

2.本课程计分办法： 

(1)考试计分：本课程采取平时作业累加计算与期末考试计分相加的方式计

算考核成绩； 

(2)结构计分：平时作业＋课堂讨论＋期末考试＋课堂考勤的结构性比例计

分方法，计算学生的最终得分。其中： 

第一，平时作业（三次，研究论文或者典型案例分析）：20％ 

第二，课堂讨论（五次，提交讨论提纲，积极参与并且发言）：10％ 

第三，期末考试（闭卷考试）：60％ 

第四，课堂考勤：10％ 

3.结业方式：本课程采取研究论文或者案例分析报告或者调查研究报告的形

式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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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马斯格雷夫.美国财政理论与实践，中国财经出版社，1984 年. 

28.马斯格雷夫.比较财政分析，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 

29.缪勒.公共选择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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