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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

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

发展和加强
,

西方国家政府对经济实行范围空前广

泛
、

程度日益深入
、

作用越来越大的干预和调节
,

这

种干预调节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作为占有和分配社

会产品或国民收入的财政杠杆来实现的
。

因此
,

研究

和撰写西方国家财政著作无疑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

意义
。

隋启炎教授主编的《当代西方国家财政 》 武

汉大学出版社 。年出版 , 是作者在长期从事资本

主义财政教学和科研的基础上
,

并根据世界经济专

业特点撰写而成的
。

它既是一部扎实的学术著作
,

又

是一部世界经济专业学生学习西方财政学的教材
。

《 当代 西 方 国 掌财政 》分 为六个部分
。

第一部分是绪论
,

对财政的概念
、

本质
、

特点

及其作用进行简要的阐述和分析
。

作者指出 财政

是一经济范畴
。

它代表一定条件下的经济关系
,

西

方国家财政职能尽管有多种
,

但主要是分配职能和

干预调节职能
。

它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于促进社会

经济的发展和稳定
。

第二部分主要阐述和分析西方国家财政支出的

内容和结构
、

财政支出增长及其原因和影响
、

财政

支出效应等问题
。

第三部分对西方国家财政税收作详细探讨
。

首

先对西方国家税收的定义和基本特征
、

税制构成和

税收分类
、

税牌原则以及税吹的转嫁和归宿等作简

要介绍
,

然后对所得税体系
、

商品课税体系和财产

课税体系进行蜜面而深入的阐述和分析
。

最后揭示

和探讨了 年代 夕来西方国家视收改革状况
,

其总

的趋势是朝减税方向发底
’

第四部分主要阐昵和分析以下四个问题

西方国家预算制度
。

除对财政预算的概念和类型作

简要介绍外
,

还对美国财政预算程序进行了洋细剖

析 西方国家预算赤字和影响 二次大战后
,

由于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实施
,

西方国家财政赤字扶

摇直上
,

并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影响
。

西方

国家公债和影响
。

西方国家政府为了弥补庞大的财

政赤字
,

往往采取增税
、

增发货币和发行公债三种

措施
,

而发行公债更日趋重要
。

该书表明
,

公债发

行对西方国家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
,

但其

严重后果决不可低估
。

中央财政给地方财政

的补贴
。

二次大战后
,

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

展和加强
,

西方国家中央政府给地方政府的补贴也

日趋增多
。

该书对美国联邦政府给州地政府补贴的

三种形式即个人补贴计划
、

专项补助计划和收入分

成计划
,

进行了较详细的阐述和分析
,

并揭示了这

种补贴的实质 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

联邦政府

补贴日益成为中央政府控制州地政府的一种手段
。

第五部分分别阐述和分析西方国家 的 国 际 信

贷
、

联合国财政
、

欧洲共同体财政
、

西方跨国公司

课税及其有关问题
。

最后一部分对英国古典学派
、

德国社会政策学

派
、

凯恩斯学派
、

货币学派
、

供给学派等资产阶级

财政理论进行了简要的评述
。

这些财政理论及其代

表人物虽属不同学派
,

但都隶属于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的阵营
,

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

我 们认 为
,

《 当代 西 方 国 家财政 》一 书

有 以 下 几 个 优 点

一 该书始终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 基 本 观

点
,

对西方国家财政问题进行阐述和分析
。

西方国

家财政如其他西方经济学一样
,

具有强烈的阶级辩

护性
,

但是也具有一定程度的科学性
。

为了去伪存

真
,

吸收西方经济学有用的东西
,

全书始终坚持和

运用马列主义的一分为二的观点
。

在介绍税收作为

西方国家经济重要的自动稳定器时
,

作者指出
,

西

方国家个人所得税
、

公司所得税和社会保险税在一

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能延缓经济危机的爆炸或减

轻危机的破坏程度
,

但是这 种作用是有限的
,

即不

可能防止经济危机的发生或阻止经济危机的发展进

程
。

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周期的变化
,

完全取决



子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矛盾
,

特别是资本主义生

产的社会性 产品私人占有性之间的基本矛盾
。

在

援引西方经济学者莱
·

姆
·

梭墨菲尔德提出的税收

定义时
,

作者指出
,

该定义的优点在于 揭示了捐

税同罚款的区 税收课征应按预是标准遥行 , 矛

税

收目的是发展和稳定社会经济
。

其缺陷是没有
一

指明

和分析西方国家税收的实质
,

即没有揭露税收是资

产阶级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对无产阶级与其他劳动人

民的超经济剥削
。

关于西方国家公债影响问题
,

作

者一方面指出了它的积极作用
,

即在一定意义上能

弥补财政预算赤字
,

促进社会经济和科 学 事 业 发

展 , 另一方面又深入地剖析了公债的消极影响 导

致货币量增加
、

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 , 导致利率提

高
,

固定资本投资不振
,

经济发展减缓 , 使工人阶

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负担加重
,

无产阶级相对贫

困化程度加强等等
。

这些辩证的分析
,

增强了我们

观察和分析世界事物的能力
。

二 该书始终注意运用 比较方法来阐述和分

析西方国家财政问题
。

该书比较了垄断资本主义财

政与垄断前资本主又
,

当代资本主义财政与社会主

义财政
,

西方国家财政支出效益与私人企业支出效

益
。

作者还简明地指出了所得税体系
、

商品课税体

系和财产课税体系的共同点
,

主要包括 从

特征看
,

它们具有强制性
、

无偿性和有限性 ,

从作用看
,

它们均是国家政府干预调节国民经济的

杠杆 , 从实质看
,

它们是垄断资产阶级凭借

国家权力
,

就国民收入原始分配的收入强制地进行

再分配
,

在一定程度上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群众

进行的一种经济强制剥削
,

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

它们的不同点是 商品课税是对物课税
。

个

人所得税是对人课税
。

财产课税的对象虽是财产
,

但具有明显的
“

对人课税
,

的性质
。

个人所

得税和财产税都是直接税
,

难于转嫁 , 商品课税是

间接税
,

易于转嫁
。

商品课税标准是企业或

公司的商品销售额
,

个人所得税标准是个人或家庭

的纯收 入
。

财产课税标准是纳税人所有的或属其支

配的动产或不动产
。

商品课税不考虑纳税者

的具体情况
,

一般适用于比例税率 , 个人所得税和

财产税根据纳税者具体情况给予宽免和扣除
,

一般

适用于累进税率

三 体例新颖
,

具有独特见解
。

综观我国近

来出版的财政书籍
,

往往限于国别财政 问题 的 研

究
,

对财政的国际性质问题却避而不谈
。

心当代西

万国家财政 》一书则克服了这一缺点
,

仑述 了西 方

国家的国际信贷
、

联合国财政
、

欧共体财政和跨国

垄断公司谬朦等阅题
,

并对跨国公司双重课税
、

逃

税不被税灰育克服选径备行了较深入的研究
。

作者

讨西方国家财政支出效益与私人企业支出效益进行

对比分析
,

指出西方国家财政支出效益和私人企业

支出效益存在一些共同点
,

如在动因上
,

两者一般

是为了降低成本
,

增加效益
,

并维护资 本 主 义 制

度 , 在方法上
,

两者也可采取可行性研究手段等
。

但是无可否认的是
,

西方国家财政支出效益同私人

企业支出效益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 从 利 益 角 度

看
,

前者主要体现军事
、

政治的利益
,

后者主要体

现经济利益 , 从经济利益角度看
,

前者着重在宏观

经济利益
,

后者着重在微观经济利益 , 从微观经济

利益角度看
,

前者明显低于后者
,

这主要由于 政

府所经管的企业一般从事投资多
,

周期长
、

风险大
、

盈利小
、

私人资本不愿或不熊平担的投资项目 , 从

经济效益衡量角度看
,

后者可 用
“

成 本 效 益
”

或
‘

投入产出
”

方法去分析
,

而前者却难于以
‘

成本

效益
”

方法去觅寻其正确答案
。

以上表述和分析颇

有新意
,

为国内财政书籍所仅见
。

该书不足之处是
,

对日本和西欧国家的财政状

况的分析尚不足
。

总的来看
,

全书体系完整
,

逻辑

清晰
,

文字流畅
,

可堪称为一部研究西方财政问题

的佳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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