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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西方关千财政概念的分歧

作为 一 种理论体系， 中同轩西方财政学或财攻邢论无例外地都必须先回笞 “ 什么是财

政 ” 这 一 问题。 巾千中西双方所处的政治、 经济、 文化等环坑的不同， 以货中西双方分析问

题角度的不同， 双方押论界所行出的咎案是大相径庭的。

一、 国家财政与公共经济

中西双方在财政概念上的分歧， 可以用 “ 同京财政” 与 “ 公共经济 ＇， ．这两个词来加以概

括的。 对于中国财政学界来说， 其主流派认为 “ 财政 ” 实际上是 “ 国家财政 ” ；而对千西方

财政学界来说， 则认为 “ 财政“ 实际上违 “ 公共经济” (Public Economy)或 “ 公共部门

经济” (Public Sector Econcmy)。 尽管在中西双方各自的对政理论界内， 对此都有或

多或少的反对汽见， 木文的分析将只限于对 “ 同家财政” 与 “ 公共经济” 的尺异作出的。

从中同财政学界来看， 其主流派l,I
r

] “ 国家分配论 ” 认为， 财政是以国·菜为主体的分配，

即由国家卉行的分配。这一 学说的分析， 是从原始社会末期忱会生产力的发展开始， 导出剩

余产品、 阶级和国家的产生。 财政是随若国家的产牛而产生， 获音国家的存在而存在，， 随着

国家的发视而发展， 随符国家的消亡而消亡灼。 所以， 没有对家， 也就没有财政。 财政就

一是因众对政。

西方飞政沪界义千 “ 财政” 枫念的分析， 是从与中国财政学界完全不同的角度， 逍循若

完全不！飞的恐路进行的。 河方的分析是从对市场失效彴分析开始伈。 西方财政学认为， 在完

全的充分的觅争条件下， 市场经济能铭在运行过程中， 依靠自身的力是， 去达到社会资韵的

有效呢i汗和经济运行f内最佳效率， 也就是能处于帕累托最佳状态(Pareto Optimality)中。

但是， 在自由汉任的基础上， 市场竞争往往受到各种阻碍或限制而不能充分殷开。 在这些没

有觅争或总争不充分的条件下， 单节和场力戳或市场机制的韵节， 是难以达到社会资掠的有

效配置和：呛济效卒的最仕向。 阴此山 自巾放任的市场经济在其自身运行中必然自发产牛种种

缺陷或l腐病。 这就是市场失效。

西方经济学认为， 市场失效是市场经济的 一 个极为丽要的特征。 如任其发展， 任何经济

的市场体系都不可能完全有效地运行， 都无法达到帕累托蔽佳配置；或帕累托效卒的。 只体地

在市场失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而， 或者说具有以下儿种类型：

(1.)公共产品(Public Go()ds)。 所沂公共产品， 它指某些产品或事物， “某一 特定

个人消吩该产品， 并不能因此而减少任何他人也泊费恢产队。 ” 1公共产品具有阴个牡本特

性： 一 是非排他性， 某人在消费公共产品时， 并不能排除他人同时也消赏该产品； 一是非对

抗性， 也比共同消费性。 朵入对公共产品内消费， 飞不减少他人同时也消费此种产品的利

监， 并旦祈卅他人参与消费的边际成本为零。 这些忤性都导玫了市场价格机制的失效， 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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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提供者无法向消费者索取府有的价格。
(2)外没性(Externalities)。 所诩外溢性， 它指某个人或企业的行为活动影响了他

人或其他企业， 却没有为此承担应有的成本费用或没有获得应有1，向报酬。 如果这类活动经由
市场进行， 山广成本相收益＇勹 代对称性， 则外溢性产品内提供只能是过多或过少的。 这就存
在着社会资说配忙的扭曲状态。

(3)见机拒削递网(Incre心·咚阳turn� to Scale)。 它指某些行业具有经背规校
越大， 经济效益越好，勺特点。 如供水、 供电、 煤气管道、 电话服务等。 或者说这些行业具有
边际成本不和7平气特｝，厅， 因而独家经营之经济效益将远胜于多京竞争。 此时天然存在着竞
争失效的可能性． 它必然导致自然垄断的产生。

(4)风险和不确定性(Risks and Uncertainties)。也称信息不灵。 西方经济学认为，
充分竞争的开展， 是以消费者和生产者都知道现在与未来所有产品和要素的价格为前提的。
对于任何一 种应品来说， 具 臼i风险和不确定性， 则该商品的需求或供给都将是在竞争不充
分的状态下朔行的） 从而市场运§f,也必然是不完善的。

（5)不完全的市场。 它指在市场自身运行中， 有时会出现虽然边际成本低于价格， 但
市场仍然无法提供足最产品或劳务的状况。 诸如市场机制在提供保险和信贷等就炉如此。

除了上述种利无法达到们！累托贮佳状态灼市历失效类型外， 还存在着自巾放任的市场即
使处于帕累托般佳状态时， 也仍然存在缺陷的问腔。

(6)失业、 通货膨胀与经济失衡。 即使市场运行处于粕累托垃佳中， 市场的自发运行
也为这些问题所困扰。

(7)分配不公。 这也，如市场尤法依靠自身力扯解决的难归之一。
上述各类市场失效间题， 西方财政学认为， 私入经济(Pri 笠te Eco110my)或私人部门

经济(Private Sector Economy)是无力加以解决的。 此时将要有棠体的或公共彴活动介
入， 以 一 种非市场价格机制的方式去斛决市场失效问旺。 这佯， 在私人经济住在的同时， 也
必然需要有公共经济的存在。 公共经济即财政， 这訧说叨了什么是财政义其必斐性。

二、 差异探泥

固家分配允与公共经济论关千 “ 财政” 肌念的差异， 是有比沉划的氐因的。
首先， 它们从根本上反映了双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不同。 从中国来行， 公共经济论或西

方式的公共灯攻沦且根卞不适可的。 因为按照公共咒沉l它的口心不仅国家分配活山， 而且
因有企业的活动， 也补凇：公共经访的组成部分。 这样， 如果奉行公共经济论， 则我国纽大部
分经济活动都屈于勋政活功， 因力不仅全民所有制经济， 而且朱体所有制经济也都屈千公共
经济的范畴。 在中同公有制始终占绝大部分比重的情况下， 这将使人们尤法将财政与经济这
两个范畴区分开来。 比时大体上坠可以将付政与．空济划笥号勺， 这无异千取泊财政范1贮。 所
以， 公共经济论是元法用以指导中国们财政实践的。

公共经济沦则立足于生产资料 私订制基础上， 是远应生产资料贞本上义私右制少斗的理
论。 应当指出的是， 酉方财政学界并不强调公共经济以私人经济为址础。，相反， 他们认为资
本主义经济是一 种 “ 浪合经济 ” ， 始私人经济与公共经济平等对立、 共存，飞朵、 相互仆用的
一种有机混合体。 但尽甘如比， ：向出该沦始建立于、 适应于和胀片：生产贷抖贞本主义私存
制的结论， 还是允节的： 弟一 ， 校论1心 从市场失效开始的， 是认为只有在市切尺效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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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必须有公共经济， 才允许公共经济存在。 公共经济的作用， 就是以非市场价格机制的方

式， 去克服和纠正市场失效。 否则， 在市场能够正常运转的地方， 则以私人经济在市场机制

作用下自发运行为主。 所以， 公共经济是以不妨碍私人经济的正常运行为准则的。 这实质上

是将私人经济摆在优先的和基础的位置上 J 第二， 它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困家干预和

介入经济， 提供了 一条标准和界限。 它使国家不得干预私人资本的正常有效活动， 而只是要

求国家通过纠正市场失效去更好地服务于私人资本的运行， 去促进私人资本的发展；第三，

公共经济论对市场经济的分析， 强调的是完全竞争。 众所周知， 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只有在

资本主义制度发展过程中某个时期大致存在过。 所以， 该论对于市场竞争及其失效的分析，

也全是以资本主义经济为对象的。

其次， 它们反映了中西双方在经济学理论和意识形态上的对立。 国家分配论所阐述的国

家与财政的关系， 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和国家学说之上的。 这种理论在非马克思

主义的经济学和政治学占统治地位的西方， 是不可能成为学术上的主流派的。

当代西方的公共经济理论， 则是经过西方经济理论界两个多世纪的发展才形成的。 这一

发展过程， 并非是一 个线性上升过程， 而是时而显著， 时而消失， 而后在时机到来时又出现

的曲线运动过程。 不过， 在近年来则成为 一 门发展很快的学科。 西方财政学的发展， 是与西

方经济学发展紧密相联的。 它的每一步发展， 都反映着当时流行的经济理论的影响。 如边际

效用论就探祩地影响背当代西方财政学。 杜普埃特常被人们称为边际成本订价概念的创始

人， 而埃奇沃思则是边际效用学派中数理经济学派的代表人之一。 至千皮古的福利经济学和

帕累托内新福利经济学的产生， 都将重要的方法和内容引入了西方财政学中。 而凯恩斯主义

的诞生， 则使得西方国家赋予财政政策以全新的概念， 等等。

西方财政学的上述发展过程， 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分配论， 是不可能成为西方财政

学界的主要流派的。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是在批判地吸收斯密和李嘉图等人的古典经济学基

础上创立的。 但从西方财政学的儿个发展点来看， 从穆勒开始， 就已抛弃了李嘉阳的劳动价

值论， 再经杜普埃特和埃奇沃思等， 转到了边际效用价值论上来了。 所以， 这是一 个与马克

思主义财政思想完全对立的发展过程。 此后经威克塞尔， 再皮古， 再凯恩斯至萨缪尔逊， 形

成了一整套与马克思主义截然不同的思想学说体系。 这是一 个顺应若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

又有助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学说体系。 它与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马克思主义财政学说体系丛

根本对立的。 西方财政学中没有中国式的国家分配论的立席之地， 则也是极其自然的。

三、财政与国家关系

如前所述， 中国的国家分配论赋予了国家在财政活动中以特殊的地位， 国家与财政是相

辅相成互不可缺的两个事物。 但在西方的财政理论中， 则没有赋予国家在财政活动中同等重

要的地位。

但是， 这并不等于西方财政理论认为国家在财政活动中不重要， 并不等于四方财政埋论

否认国家与财政的重要联系。 实际上， 西方财政理论认为， 公共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等同于

因家活动的。 这可以从西方财政学的几个论点来看出： （1）晋代西方财政学认为， 当若市

场无法有效配置资游时， 能有效地加以纠正这种失效状态的， 大体上只能是国家介入才行。

此时不仅要求围家扛接以税收和政府支出等配觉社会资源，而且通过建立公共企业，实行订价

政策， 制订各种纾济法伴法规， 上影响补会资源的配牲。 从狸论上说， 公共纾济所涉及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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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公共活动和集体活动尽管也可以用个人联合的方式进行， 但由于等价原则在自由竞争的

前提下难以实现， 因而只要公共活动规模稍大， 涉及人数稍多， 则可能产生 “ 免费搭乘

(free ride) "问题， 即产生人们不愿为公共活动付费而只想坐享其成的行为而告失败。 国

家具有强制力， 可以强迫人们为公共活动付费而避免这一 问题。 此外， 对于由于外溢性、不

完全市场、信息不灵等而产生的资源配置扭曲， 则也只能由政府进行必要干预来纠正。 否

则， 个人的自耻联合行动， 将山上枭些参加者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反对而解体; (2）社会

公平问题姑公共经济活士JJli
r

J另 一 个重要领域。 西方经济学认为， 缩小社会财富和收入差距，

尽管也可以通过个人的捐赠活动， 通过私人和教会等慈善机构来做到。 但这是很有限的， 尤

其是当着富有阶层不愿按社会的公平叫则出让和放弃自己的一 部分财富和收入时， 个人的活

动对此是无能为力的。 所以， 社会性的大规模的财富与收入再分配任务， 是只有政府才有能

力承担的， 这也是以某种强制的方式进行的； （3）稳定经济是西方财政学认为的公共经济

的又一 重要活动领域。 对此？ 耍使失业、 通货膨胀等保持在社会允许的范围内， 没有政府从

社会的角度发挥作用， 是无法达到沟； （4）西方国家的财政统计， 有时虽然有将公共企业

的收支数额包括在内， 但更多地只是以政府预算数据作为财政收支数的。

但是， 国家分配论与公共经济论对于财政与国家关系的看法， 又存在着很大不同$(1)

国家分配论认为国家的存在直接引起了财政的存在， 没有国家就没有财政。 而公共经济论则

是先论证了公共经济的存在， 是先通过个人的联合集体行动说明了公共经济的涵义， 然后才

指出国家与公共经济的关系。 因此，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 是没有公共经济就没有国家。 西

方财政学认为， 政府的存在木身就是一 种公共产品， 政府的活动包括国防、外交、 施政、制

订法律等， 都是一 种提供公共产品的行为， 因而也都属于公共经济的范畴； （2）国家分配

论认为只有国家进行的分配才是财政， 而公共经济论则认为国家进行的所有经济活动都是财

政， 而不仅限于分配； （3)国家分配论认为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等不属于财政范畴， 而公

共经济论则认为这些也属于公共产品的提供， 也属于公共经济的范围， （4)西方国家也有

将公共企业有关数据与政府预算数据合并， 而编制公共部门经济帐户的做法。 可见， 西方理

论并不严格认为公共财政就是等于国家财政的。

还应附带指出的是， 我国现存的社会共同需要说， 与西方的公共经济论是根本不同的。

主要差异有： 第一 ， 公共经济论中的 “ 公共经济 ” ， 是相对于私人经济而言的， 是私人经济

的对立物， 它是不适用于公有制经济的。 而社会共同需耍论中的 “ 社会共同需要“ ， 则不是

私人经济的对立物， 它是建立在公有制经济基础上的理论， 对于私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都

适用；第二， 公共经济口径包括所有的国有企业以至政府活动在内， 包括大量的非物质生产

活动在内。 而社会共同需要则仅指某种特定的分配活动，即物质性的剩余产品的分配；第三社

会共同需要论的立论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垫础的， 而公共经济论则是非马克思主义内。 所

以， 如果将我画的社会共同需要论斥之为照搬照抄西方财政理论的举止， 也非允当之论。

总之， 在 “ 什么是财政” 这一 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上， 中西财政学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的。 因此， 要真正了斛西方财政理论和学说， 并在此基础上合理借鉴西方财政理论与实践中

可为我所用的做法， 没有了解双方关于财政概念的差异是不行的。

注： CD见萨缪尔逊： “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 Review of 

Economics antl Statistics, 36 (November, 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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