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基础的结论。这种结论是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

筑，经济关系决定政治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相矛盾的，使国家决定论陷入了困境。

他们还认为，新的国家决定论把财政划为上层建

筑的范畴，把财政这个经济现象完全推到政治领域，

这是一些财政学者为了摆脱传统国家决定论的上述困

境而提出的一种观点。财政毕竟是经济范畴，把它说

成是政治范畴，实际上就取消了作为经济学重要组成

部分的财政学。

二、传统的国家决定论。这种观点在过去的财政

学教科书中比较普遍，直到目前为止，持这种观点的

同志在财政学界仍然是多数。
1、关于财政产生的条件和时间：持这种观点的

同志认为，在原始公社中不存在财政关系，财政是在

国家出现以后，国家为了维持它的存在和执行它的职

能，依靠国家权力，从社会产品的分配中占一定份额

的时候产生的。他们认为我国是从夏朝才有财政的。

财政的产生决定于两方面的条件：一是经济条件. 有

了剩余产品的时候；二是政治条件，产生了国家。仅

仅有经济条件还不一定会产生财政.国家的产生才使

财政的出现具有了必要性。
2、关于财政同国家的关系：传统的国家决定论

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属于国家的

经济基础的范畴。
3、对其他财政起源观点的 看 法：他们认为，

社会共同需要决定论是把剩余产品、公共需要同财政

分配划等号了。虽然应当承认，财政分配的对象主要

是剩余产品，财政支出所满足的属于社会公共需要，

但是，财政分配的只是剩余产品中的一部分，财政满

足的公共需要也只是与国家活 动有关的部分，而不是

整个社会的公共需要。因此，不能在剩余产品、公共

需要同财政分配之间划等号，更不能简单地把原始公

社用剩余产品满足人们的公共需要看作是财政。

三、新的国家决定论。这是在社会共同需要决定

论出现以后产生的一种新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同志

占少数。
1、关于财政产生的条件和时间：他们认为，财

政是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它是国家作用于经

济的产物，而不是物质生产过程中直接产生的。财政

是同国家捆在一起的，国家的产生是财政 产 生的前

提，在国家产生之前是没有财政的。

2、关于财政同国家的关系：他们认为，财政的

主体是国家. 有史以来都是官 吏代表占统治地位的阶

级掌管财政收支权力，离开了国家政权，财政的收支

活动就会僵死。从而认为，财政和军政、法政一样，

都是附属于国家机器的活动。

3、对其他财政起源观点的看法：他们认为，象

社会共同需要决定论所说的那种为了满足社会共同需

要的财政，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理由是，母系公社、

农村公社时期的公共设施（防卫性设施、公共仓库、

公共集会场所）同国 家 产 生 以后财政投资的公共设

施，其性质是不同的。母系公社和农村公社时期的公

共设施，是反映全体社员的共同需要；奴隶社会、封

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共设施，是反映奴隶主阶

级、封建地主阶级、资本家阶级的共同需要，不能相

提并论。
四、经济条件决定论。这是在财政起源问题讨论

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观点. 在财政学界也有一定的影

响。
1.关于财政产生的条件和时间：经济条件决定

论认为，财政是和国家同时产生的，从历史上考察，

财政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一

种经济现象。它的产生是由经济条件决定的。

2 ，关于财政同国家的关系：他们认为.国家和

财政是一个原因同时产生的两个结果，它们都是在生

产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同时出现的两种社会现象；一

个是政治现象，一个是经济现象，两种现象并不存在

因果关系。
3 .对其他财政起源观点的看法：他们认为，把

国家看成是财政产生和发展的决定因素，势必在理论

上导致政治关系决定经济关系，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

础的唯心史观。并且认为，近年来创立的财政在原始

公社的农村公社时期已经产生的新的界说，对进一步

认识财政的本质以及使财政理论牢靠地建立在历史唯

物主义的基础上，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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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 纪

票证联别 票证的计数单位是“份”（或称组、

套）。专用缴款书一般是五联为一份，完税证一般是

三联为一份。各联的名称和用途不同，称之为联 别。

如专用缴款书第一联收据，由银行收款签章后，交纳

税单位和个人收执，作为合法的完税证明。第二联付

款凭证，是缴款单位代替转帐支票使用，作银行付出

传票。第三联收款凭证，由收款金库作收入 传票。第

四联回执，由银行收款签章后送收 入 机关，是税款入

库凭证。第五联 报查，由银行收 款签章 后，交 税 务

所、组，作税务机关征收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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