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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有财政起源的理论

目前，关于财政的起点大致有三种影响力的观点，“国

家分配论”、“西方的公共财政理论”和“社会共同需要

论”。

1.1 国家分配论

国家分配论强调财政是一个历史范畴，与国家有着

本质的联系并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其核心概念是国家

的需求。50年代后期，许廷星（1957）从历史发展过程详

细的分析了财政的本质，并提出了国家关于社会产品或国

民收入分配与再分配中的分配关系，即国家分配论。邓子

基（1997）指出要坚持、发展国家分配论，并提出国家分

配论能够高度概括了各种社会形态国家财政的共性或“财

政一般”的本质，也可涵盖特定社会形态国家的“财政特

殊”。它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并正确指出了社会

再生产的关系，界定了财政活动的范围，既符合社会主义

公有制的客观要求，也涵盖了公共需要。

1.2 西方的公共财政理论

西方的公共财政理论强调财政学的核心概念是市场失

灵，主要表现在垄断、外部性、公共产品、信息的不完全

性和分配不公平等。该理论通过运用逻辑分析方法指出，

在市场经济中，市场机制在调节资源配置上起到了基础性

的作用，然而市场失灵的存在赋予了政府进行干预的必要

性，其通过财政的介入纠正市场失灵问题，这就是财政的

起点。支持财政起源于市场失灵问题的学者很少，大部分

学者都是从经验借鉴的角度进行分析与阐述。

1.3 社会共同需要论

社会共同需要论围绕社会共同需要这一核心概念为出

发点，将财政放在社会再生产总体中进行研究。1987年，

何振一在《理论财政学》书中详细的描述了财政的起源，

他认为财政并不是由国家产生的，它是社会生产发展的结

果，并通过云南省西盟佤族村寨作为实例很好的阐明了由

于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出现了剩余产品或剩余劳动，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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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社会共同需要而产生的。他提出财政的实质就是人

们为了满足社会共同需要而对剩余产品进行分配所产生的

分配关系。

此后，以社会共同需要论为主线的财政学理论新

体系正式创立，很多学者积极进行推广与发展。刘尚希

（1993）认为，从社会共同需要的角度去研究经济问题是

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要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去解决个

体与整体的关系问题等。李俊生（2012）对这一理论进行

了发展，提出了社会共同需要是贯通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

与现代西方财政理论的桥梁，是贯通现代西方财政理论与

中国财政实践的契合点，并提出只有把社会共同需要作为

财政理论的核心概念，从社会共同需要出发，才能解决目

前正在困扰中国财政理论建设的几个重大问题。

2 财政源于社会共同需求论

2.1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项基本原则来看，经济基础

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关系决定政治关系。财政是一种经济

现象，国家属于政治范畴，因此，财政作为经济基础早于

国家的产生。国家分配论与社会共同需要论在财政与国家

关系的问题上有着不同认识，使他们在本质联系问题上有

着不同的看法。这种观点与历史唯物主义相矛盾，它在承

认财政是基础的同时，又主张财政是随着国家产生而产生

的，随着国家的存在而存在，随着国家的发展而发展，导

致了由上层建筑决定了经济基础的错误发生。

社会共同需求论主张财政的产生比国家的出现早得

多，早在人类社会出现了剩余产品、发生了社会共同需要

时就产生了，并且仍然存在于国家消亡之后。财政的萌芽

出现在还没有国家存在的原始公社的母系公社时期，社会

共同需要已有很大的发展。当时已经有了防卫性设施、公

共仓库、公共集会场所，到了原始公社的农村公社时期，

用来满足社会共同需要而进行的分配活动，已成为独立的

社会分配活动。

2.2 基本财政理论要求以人为本

历史唯物主义的另一项基本原则就是以人为本。随着

氏族制度的解体和阶级斗争的激化，这个氏族机构就逐渐

变成了由特殊的武装、监狱、法庭和官僚机构组成的国家

机器。由于国家要占有一部分产品以维持其存在和实现其

职能，于是，从社会产品的分配关系中分化出一种国家所

参与的新的分配关系，从而产生财政这一分配范畴。很显

然，国家分配理论的这种依靠国家权力强制地、无偿地征

集物质资料用于国家的需要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以人为本

的原则。

社会共同需要论则是将政府以集体名义强制、无偿地

拿走公民钱财和开支公款的财政行为合理化、合法化。人

类因共同利益形成社会共同体，每个个体的私人需要并不

相同，但对于安全、秩序、医疗保健体系等等存在着共同

需要。但是，每个个体依赖自己的力量无法做好或者没有

足够的能力去做这件事，这就是国家的产生和存在依据。

国家代替“个体无能”，利用集体的力量满足个体成员的

共同需要。这就是社会共同需要论将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

注入到了基本财政理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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