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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世纪西方财政学的发展与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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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 世纪西方财政学的最初发展阶段是新古典财政学的出现 , 包括安格鲁·萨克森传统

和斯堪的纳维亚传统两个分支。前者运用价格理论分析了税收转嫁和归宿问题;后者则研究了公

共支出和集体决策问题。50-70年代 ,这两大传统完成了对接。随着凯恩斯经济学的产生 ,西方

财政学又演化出宏观财政学。而最近发展的方向是对公共产品供应和最优税收等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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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世纪西方财政学最初的发展:新古典财政学

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 、以《国富论》为代表的古典财政学为 20世纪西方财政学的

发展奠定了基础 ,但它无法将政府部门的活动理解为生产性活动 ,也就无法解释政府大规模干

预经济的行为。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新古典财政学的出现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实

现了古典财政学向新古典财政学的转变 。①在 20世纪 50年代之前 ,新古典财政学基本上有两

个分支 ,一是英美的安格鲁·萨克森传统的财政学 ,另一是斯堪的纳维亚传统的财政学 。[ 1] 它

们的经济理论基础都是新古典经济学 ,但二者在研究范围 、研究视角上有一定的差别 。

(一)安格鲁·萨克森传统的新古典财政学

安格鲁·萨克森传统基本上统治了 20世纪 50年代之前的英国和北美财政学 。这一传统

将新古典经济学的价格理论应用到财政学的研究当中 。马歇尔运用经济学的局部均衡分析方

法研究了税负转嫁与归宿问题 。这方面的实证理论也由此产生 。庇古研究了局部均衡下的外

部性问题 ,认为政府通过税收或财政补贴来弥补这一市场缺陷 ,促进边际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

的相等 。除了实证理论之外 ,新古典财政学还研究了规范税收理论 。庇古就税收负担应如何

在个人之间分摊所进行的功利主义视角的研究就是规范税收理论的代表。

这一传统忽略了两大问题:一是公共支出;二是集体决策过程。而这正是斯堪的纳维亚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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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财政学的出现视为 20世纪西方财政学的最初发展。



统的新古典财政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

(二)斯堪的纳维亚传统的新古典财政学

该传统发轫于 19世纪 80年代奥 、意财政学者和瑞典学者对公共产品问题的研究 。公共

产品理论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在公共支出分析中的应用。这首先发生在意大利和奥地利等

地。奥 、意财政学者提出了系统的公共产品理论 ,虽然这只是很初步的。奥意财政学者潘塔莱

奥尼(Pantaleon)、马佐拉(Mazzola)、马尔科(Marco)、萨克斯(Sax)等人对此做出了贡献。

奥意财政学者用边际效用理论来说明公共产品理论。他们认为 ,边际效用理论除了适用

于私人产品外 ,还适用于公共产品 ,但由于公共产品消费的不可分性 ,人们无法通过消费数量

的调节来改变边际收益 ,因此只能通过改变成本(税收价格)来适应同一数量的公共产品 。这

具体表现为不同的个人支付不同的税收价格 。

瑞典学者也为此做出了贡献 ,主要是威克塞尔和林达尔。威克塞尔主张将公共产品带给

人们的好处与个人为公共产品供应所做的贡献结合起来 ,即征税应按受益原则进行。他还指

出了意大利财政学者简单地模拟市场而忽视政治程序问题 ,并对之进行了研究 ,这也是其高明

之处 。林达尔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两个政治上平等的消费者共同分担成本的公共产品供应模

型。奥意财政学者和瑞典学者的研究形成了财政学上的斯堪的纳维亚传统 。

二 、50-70年代:微观财政学的发展

50-70年代微观财政学的发展仍然是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之上的。到了 50年代 ,西

方财政学的两大传统实现了对接 ,这主要表现为英美财政学界已开始重视原先被忽略的公共

支出研究。其实 ,这种对接从 30年代就已经开始 ,1936年马尔科的《财政学基本原理》(First

Principles of Public Finance)一书在美国翻译出版 ,斯堪的纳维亚传统也开始进入美国 ,虽然其

真正的影响还是要等到 20世纪 50年代之后才显现 。

(一)公共产品理论的发展

公共产品理论经过马斯格雷夫等人的努力 ,于 50年代在英语学术界得到较大的发展 ,尤

其是萨缪尔森发展了公共产品的需求理论。[ 2] 萨缪尔森在 1954年首先对公共产品和私人产

品做了数学界定 ,并给出了现在广为人们应用的公共产品的定义 。他认为 ,公共产品就是这样

的产品 ,每一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 ,并不能减少任何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 3] (P387-389)他

在1955年进一步阐述他的公共产品有效提供理论。[ 4] (P350-356)蒂布(Tiebout , Charles M.)

1956年发表的《地方支出的纯理论》(A Pure Theory of Expenditure)构建了一个地方性公共产品

模型 ,进一步发展了公共产品理论 。

60年代开始 ,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及其相关的林达尔模型 、萨缪尔森模型 、纯公共

产品 、非纯公共产品和混合产品等内容 ,也陆续进入西方财政学 。公共产品理论大大深化了西

方财政学的基本理论分析 ,引起西方财政学根本思路的变化 ,并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核心理

论的地位。这是因为公共支出是为了公共产品供应而提供费用 ,税收也被视为人们为享受公

共产品而支付的价格 。这样 ,整个财政学从根本上说是围绕着公共产品的供应来展开的 。

(二)税收理论的发展

50-70年代 ,税收理论的内容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早期的西方财政学 ,吸收了古典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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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学在税收理论上所达到的成就。

20世纪税收理论的发展最值得一提的是最优税收理论 ,它甚至对整个经济学的发展产生

了影响 ,促进了信息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该理论认为 ,征税会带来效率损失 ,出现超额负担

(excess burden),所以政府应努力在保证税收收入一定的前提下使这一负担最小 。因此 ,它实

际上是对税收原则理论的深化 ,但它不再是罗列税收原则的条条 ,而是用数学的语言将这些内

容形式化 ,给出较为明快的解决方案。

拉姆齐(Ramsey)开创了新最优税收理论的先河 ,但他只是集中讨论了最优商品税问题 。

在他之前 ,最优商品税一般指的是对所有商品征收单一税率的商品税 ,理由是单一税率不影响

相对价格 ,差别税率会扭曲价格。他从效率的角度 ,分析了对商品课税与商品的需求弹性的关

系 ,得出的结论是最优商品税制应采取差别税率 ,而税率的高低取决于商品的需求弹性;弹性

大的 ,适用较低税率 ,弹性小的 ,适用较高税率。[ 5] (P47-61] 拉姆齐的研究隐含着各种商品的

需求弹性相互独立的假设 ,但在现实中 ,有许多商品的需求是相互影响的 。基于此 ,有些学者

放松这个假设 ,深入研究了对劳动和休闲课税的问题 ,得出应对与休闲相互补充的商品征收高

税的结论 。

最优商品税的研究只是最优税收理论的一个方面 。在现代税制中 ,所得税制是重要的组

成部分。在40年代 ,维克里对最优累进所得税问题做了研究。70年代 ,米尔利斯推进了对最

优所得税问题的研究 。此后 ,斯特恩等人在他们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了最优税收理论 。在

这之前 ,一般认为 ,最优累进所得税率应具有较高的累进程度 ,而且边际税率应该是递增的 。

最优所得税理论打破了这种观念 ,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可以通过选择较低的所得税累进税率

来实现收入再分配的目标 。另外 ,最优税收理论还包括商品课税与所得课税的比较研究 。

(三)公共选择财政学的发展

公共选择财政学是 50-70年代西方财政学发展的又一个重要领域 ,促进了财政学向公共

经济学的转变。具体地说 ,其作用主要有:第一 ,扩大了财政实证分析的领域 。实证分析可以

分为以下几类:1.可选择的财政制度在个人选择上对私人经济中个人和集体行为现存的和潜

在的影响;2.可选择的财政制度在公共选择上对公共经济中个人和集体行为现存的和潜在的

影响 。3.可选择的政治或集体选择制度在公共选择上对公共经济中个人和集体行为现存的或

潜在的影响 。公共选择理论在这几方面都扩大了财政实证分析的范围。第二 ,修正了规范财

政学的范围。从某种意义上讲 ,这种影响保持了古老的规范税收理论论述的正统性 ,而这种正

统性正是把理论福利经济学标准用于财政学上所缺少的。[ 6] (P161-170)

公共选择财政学的发展使得对财政决策过程的研究更加深入。阿罗不可能定理以序数效

用论为基础 ,证明了不存在一个理想的规则 ,能使社会或任何一个集体 ,从个人序数偏好得出

社会的偏好和选择。[ 7] 如果个人偏好难以转化为社会偏好 ,那么 ,它对作为一种公共决策的

财政决策的负面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后来 ,森(Sen)等的研究通过放松阿罗不可能定理的条

件 ,来扭转这一灾难性的结果 ,推动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发展 。[ 8]

布坎南等人更偏向实证分析的理论与此不同 。他们将个人之间相互交换的利益概念用到

政治决策领域 ,政治交易过程的结果取决于“博弈规则”(广义的秩序)。这样 ,问题的解决最终

取决于立宪改革 。布坎南认为 ,要向政治家提建议或对特定争议的结局施加影响往往是无效

的 ,在给定的规章制度中 ,结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既定的政治集团。[ 9] (P299-301)奥尔森(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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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则从利益集团的角度分析了集体行动的逻辑 ,对公共选择财政学做出了贡献。[ 10] 奥尔森

解决的是公共选择的动力和公共选择中的均衡问题(即利益集团间的冲突问题)。

从经济人假设出发 ,公共选择财政学还对公共部门各种主体(选民 、政治家和官僚)的行为

做了分析 。在 60-70年代 ,公共选择理论已经出现在几乎所有的财政学著作中 ,如单峰偏好 、

中间投票人模型 、利益集团 、政党 、官僚的行为和影响等内容 ,成为财政学内容中又一较为庞

大 、系统 、完整的组成部分。[ 2] 近年来较为流行的财政学教科书如罗森(Rosen)的《公共财政

学》 ,仍大量地涉及公共选择问题。这说明这一趋势依旧保持下来。

其他财政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公共支出的成本-效益分析 、社会保障理论以及国际财

政问题的研究上 。

三 、宏观财政学:西方财政学发展的另一个领域

宏观财政学的发展是从 20世纪的 30年代开始的 ,其形成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缺陷有

关。20世纪 30年代发生在西方世界的大萧条对忽略研究政府干预经济的新古典经济学提出

了极为严峻的挑战。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因此兴起。这样 ,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基础的宏观

财政学(财政政策理论)逐步形成。

大萧条构成凯恩斯主义坚实的现实背景 。凯恩斯认为自由放任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 ,主

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 ,扩大政府职能。国家可以将税制 、限定利率以及其他手段并用 ,刺激平

均消费倾向 。国家还可采取措施提高资本边际效率以刺激投资 。他认为 ,不能太着重于增加

消费 ,而应增加投资 ,主张采用赤字财政政策 ,而赤字财政主要靠举债来筹资。

凯恩斯的主张为希克斯 、汉森等人所继承和发展。希克斯在《凯恩斯勋爵与古典学派经济

学家》一书中以三个方程式和 IS-LM 模型概括了凯恩斯的理论 ,使凯恩斯理论得以形式化 。

萨缪尔森 、托宾等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凯恩斯主义的主张 。新古典综合派在总需求分

析上采用凯恩斯主义的观点 ,在总供给的分析方面 ,短期采用凯恩斯的观点 ,长期采用新古典

学派的观点。新古典综合派的财政政策主张是:通过改变政府购买水平 、改变政府转移性支出

和税率 ,以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 ,来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

由于“滞胀”的出现 ,人们对“增长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也产生了一些怀疑 ,为此 ,新古典综

合派提出了新的政策主张 。70年代以来 ,该学派建议实行多样化的政策手段 ,实行“松紧搭

配”的宏观政策以及宏观政策微观化 ,以克服以往经济政策中顾此失彼的弊端。

四 、最近财政学的演变趋势

20世纪 80—90年代西方财政学仍处于发展中 ,但是对财政理论体系没有大的创新 ,发展

的主要表现是对以下一些具体问题的分析更加深入。

(一)公共产品供应问题

公共产品的供应历来是财政理论研究的重点 ,但长期以来 ,公共产品理论的发展主要集中

在公共产品的公共供应上 。这与理论的发展阶段有关 。在理论发展的初期 ,人们需要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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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理论的最为核心的问题 。公共产品理论也是如此 。它首先要回答的是什么是公共产品 ,公

共产品为什么导致市场失效 ,公共部门如何纠正这种失效等这些基本问题 。这样 ,研究的视角

集中在公共产品的公共供应上 ,就显得很自然 。

而当理论发展到一定阶段 ,理论的基本问题已得到解决之后 ,人们就会把研究重点转到原

先被忽略或没有予以足够重视的一些更为具体的问题上 ,公共产品的私人供应就是这样的一

个问题。公共产品理论的提出是基于市场失效的现实 ,即公共产品如由私人部门来提供 ,将出

现供应不足的结果 ,因此 ,需要公共部门来供应公共产品。在这样认识的基础上 ,公共产品理

论发展起来了。但由公共部门提供公共产品 ,并不意味着私人部门不能参与其中。事实上 ,私

人部门在公共产品的供应中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关于这方面的研究 ,也成为近年来

公共产品论发展的一个重点。另外 ,对一些现实的公共产品或外部性问题(例如污染问题)的

研究也得到加强 。

(二)财政政策的纷争

自70年代以来 ,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基础的宏观财政学受到其他学派的挑战。对于财

政政策的作用 ,货币主义学派提出了不同看法 。货币主义主张以“货币最重要”取代“财政最重

要” ,即以货币政策取代财政政策。供给学派也强调财政政策的作用 ,但对其经济作用之内在

机理的理解与其他学派有很大差异 ,相应地提出了不同的政策主张 。该学派反对高额累进税

制 ,反对政府支出的扩张 ,认为这样对经济是不利的。为了与削减边际税率为中心的政策建议

一致 ,供给学派认为必须辅之以削减政府支出的措施 ,即减税和减缩政府支出两者并举 ,并配

合以其他政策措施 ,来追求稳定的经济增长和预算平衡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政府对经

济的干预 ,认为宏观经济政策是无效的 ,甚至是有害的 。

值得注意的是 80年代以来新凯恩斯主义财政学的兴起。新凯恩斯主义财政学是建立在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基础之上的 ,美国近年来采用了新凯恩斯主义财政学 ,在经济上取得了较

大的成功。新凯恩斯主义财政学对以往的国家干预经济理论从多方面进行了审视 ,综合了各

派的观点 ,在各派纷争时表现出极为明显的优势。

新凯恩斯主义财政学既认识到原凯恩斯主义的不足 ,又认为即使存在理性预期 ,财政政策

仍可发挥效力 ,甚至在一定条件下 ,理性限制性预期使财政政策效力大于与传统的静态相联系

的政策效力。[ 11] (P253)就财政政策而言 ,现期财政支出的增加会产生溢出效应 ,通过乘数增加

未来的收入 ,由于约束性预期的存在 ,人们会认识到劳动需求从而就业机会将因此增加 ,因而

减少现期储蓄。[ 11](P305)

总的来说 ,新凯恩斯主义者仍然主张政府干预经济 ,但他们所主张的干预与原先的凯恩斯

主义者不同 ,它更加强调“适度”的国家干预 ,而非频繁的过度干预。与原先的凯恩斯主义注重

对经济进行“数量”上的调节相比 ,它更关注财政政策调节经济“质量”的好坏。[ 12]

(三)大量运用新的经济学分析工具

大量运用新发展起来的经济学分析工具来分析财政问题 ,也是最近西方财政学发展的重

要特征 。我们很难找到没有运用数学工具尤其是博弈论的财政论文。没有数学工具 ,财政理

论研究甚至可以说是寸步难行的。70年代以来 ,最优税收理论的重新兴起 ,很大程度上就是

运用数学工具的结果 。公共产品理论的发展也是如此 。萨缪尔森对公共产品的定义做了数学

界定 ,使得其相关文献成为经典论著 。80—90年代的财政学文献 ,仍旧大量运用数学工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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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公共产品理论研究 。财政学计量方法的运用 ,也使得一些理论得到严格的数学证明 ,使得财

政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属性表现得更为明显。

博弈论 ,由于其与社会经济现实有着密切结合 ,因而使得逐步放松假设的财政理论得到强

有力的理论支撑 。博弈论中的不完全信息动态均衡 ,就与现实极为相似 ,借鉴这方面的成果研

究公共产品的供应问题 ,也成为这一时期理论发展的一种表现。

五 、20世纪西方财政学发展与演变的原因

笔者认为 , 20世纪西方财政学的发展与演变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理论的发展

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经济学的发展会在财政学中得到反映 。边际革命导致

了古典经济学向新古典经济学的转变 ,边际效用价值论取代了劳动价值论 ,以边际效用价值论

为基础进行经济分析成为经济理论的主流。古典财政学向新古典财政学的转化就是它的一种

表现 。公共产品理论 、最优税收理论等的发展 ,无一不是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工具的结果。

数量化分析工具的应用是 20世纪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一大特征 ,这在财政学上也得到了反

映。财政学研究也越来越重视计量分析和数理分析。当代财政学的前沿———最优税收理论的

发展 ,肇始于拉姆齐对商品税的定量研究 ,尔后的发展也都是取决于数量分析工具的应用 。再

如 ,经济学中博弈论的广泛应用 ,也在财政学中得到反映。新制度经济学是近年来经济学发展

的一个重要特征 ,它在财政学中也得到反映 ,推动了新制度财政学的发展。

(二)财政学发展内在逻辑的影响:理论的分化与综合的作用

理论都是在分化与综合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财政学的发展也具有这种内在逻辑。例如 ,

最优税收理论的发展 ,首先是对最优商品税所做的研究 ,尔后对最优所得税进行研究 ,再对二

者进行比较研究 ,这就体现出理论的分化特征。分工是效率提高的必由之路 。分化也表明了

财政学发展中的分工 ,虽然这种分工可能并非一开始就设计好的。20世纪 50年代之前 ,新古

典财政学中的安格鲁·萨克森传统和斯堪的纳维亚传统的并存就是这样的一种分工。前一传

统更着重对财政收入问题的研究 ,而后一种传统则研究了前一种所忽视的一些问题 ,彼此在各

自的领域中发展深化 。而当这两种传统实现了对接 ,即理论得到综合之后 ,就大大地推动了理

论的进步 。再如 ,微观财政学和宏观财政学的分工 ,也是这一影响的表现。微观财政学主要研

究个体问题 ,而宏观财政学着眼的是总体分析 ,它们深化了各自的领域 ,促进了理论的发展。

(三)实践的推进

实践是理论发展的原动力 ,财政理论也是如此。专门研究政府干预的宏观财政学的产生

就与经济危机有关。政府失灵问题推动了研究该问题的公共选择财政学的发展 。公共产品的

私人供应问题研究的深入 ,与这一现象增多有关 。国际财政学的兴起是经济全球化倾向的直

接反映。当一种理论在实践中应用并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之后 ,往往也会推动新理论的发展 。

新凯恩斯主义财政学的发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再如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实践导

致原先的理论失效 ,就直接推动了经济学关于过渡经济理论的研究 ,这也在财政学中得到一定

的反映 ,研究如何促进经济转轨的转轨财政学也在西方兴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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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　语

分析 20世纪西方财政学的发展与演变趋势的主旨之一在于寻找其对中国财政学的启示

意义 。面向21世纪 ,中国财政学将走向何方 ?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改变了中国财政学的经济理

论基础 ,使得中国财政学将在一套全新的现代经济学范式的基础上发展。中国从计划经济转

向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也对中国财政学的发展提出新的要求 ,即如何指导这场实践的问题 。

中西方财政学在市场经济基点上的一致性 ,决定了未来的中国财政学也必然是以市场失灵为

研究起点 ,以公共产品论为核心的财政学。现在 ,中西财政学趋同倾向非常明显 ,这特别表现

在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工具上。但毕竟 20世纪的西方财政学是在西方的实践环境中发展

和演变的 ,而21世纪的中国还面临着其他一些特殊的问题 ,这就可能出现一种综合性的财政

学 ,它不是对西方现有的公共财政理论的简单概括和照搬 ,而是对中国实践和西方新世纪的变

革做出新解释的财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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