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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核心概念既是学科研究的主要矛盾，又是核心问题的概念规定，也是学

科基本理念的最抽象概括。作为理论体系，财政学可分为道、法、术、技四个层次，四个层

次的概念组成概念体系。核心概念处于中枢地位与作用。核心概念的规定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财政学形成的关键。现代西方财政学的核心概念是公共物品，在我国经历了引

入、借鉴和改造的过程，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学核心概念规定的必要前提。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学要经历思想、观念、假说，才能形成理论体系。在借鉴学界研究的基

础上，本文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学核心概念是“公共权益”，并探讨其内涵与外

延，结合财政学四个层次，探讨核心概念的展开思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学四

个层次及其概念体系的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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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

基础和重要支柱。这一定位，提升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财政学（以下简称“中国财政学”）的研究高度，

开阔了研究视野，为中国财政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奠

定坚实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着力构建中国

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

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基于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中

国财政学，理论自信逐步彰显，中国财政学理论研

究日益丰富和深入。中国财政学作为理论体系，需

要规定核心概念。核心概念既是学科研究的主要矛

盾，又是核心问题的概念界定，也是学科基本理念

的最抽象概括。对核心概念的规定，要依据财政实

践的核心问题进行理性概括，并界定其内涵和外

延。一个学科体系，只有一个核心概念，核心概念的

成熟程度，是学科发展程度的标志。中国财政学要

围绕核心概念展开，建构理论体系。围绕这一论题

的研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鉴于中国

财政学核心概念的规定是一个需要反复研讨的重

大理论命题，本文从财政学四个层次出发，主要从

方法论角度探讨中国财政学核心概念的规定问题，

并就本研究规定的核心概念进行展开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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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政学四个层次与核心概念的定位

财政学是一个理论体系，而理论体系是分层次

的，借鉴中国智慧传统，可将财政学分为道、法、术、

技四个层次。每个层次中，包含若干概念，形成概念

体系。所谓“核心概念”，是在这个概念体系中处于

中枢地位与作用的概念。

———“道”。无论是作为国家治理理论的重要组

成部分，还是作为“对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高深

的讨论”（罗森，2010），财政学的“道”都是国家观。
国家观是财政学研究的基础和前提。现代西方财政

学的“道”是契约论国家观，中国财政学的“道”则是

马克思主义国家观。马克思主义国家观认为，国家

的主体是“现实的人”，国家的本质是特定制度的权

利体系，职能是保护相应的权利体系，国家是特殊

历史阶段的有机共同体。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界定了

中国财政学的法、术和技，决定了中国财政学的主

体、内在机制、逻辑前提，也从根本层次规定了中国

财政学的核心概念（王玉玲、赵晓明，2018）。
———“法”。财政学的法是其方法论，是论证和

实践道的法则和方法。法贯彻道，是道的展开。同

时，法又是术、技的总体性概括，经由法，术、技贯彻

道。财政学的法包括法则和方法。在二者的关系上，

法则在先，直接承继道，并制约方法。

中国财政学的法则包括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实

现公共利益、坚持劳动价值论、公共权利派生并制

约公共权力、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中国财政学的方

法是基于主体的实证抽象法（刘永佶，2015），具体
包括主体性方法、实证与抽象内在统一、逻辑与历

史统一等。方法不是既定的，也无放之四海而皆准

的固定内容，需要不断研讨。从材料的收集、调查、

统计、整理，到形成初步观点，再到规定和改造概

念、通过概念转化来建构概念体系，研究者要从中

国财政历史与现实出发，系统地进行比较、分类、归

纳、分析、综合、定义、语词表示、演绎、论证。这个过

程的每一步及其与下一步的关系，都是方法要探讨

的（刘永佶，2015）。
方法论作为财政学的组成部分，并非独立悬浮

存在，而是类似神经系统，内在于财政学理论体系，

贯彻于全部概念运动。面对同一研究对象，不同的

方法论会规定不同的核心概念，并进而展开为不同

的概念体系，形成不同的理论样貌。

———“术”。术是道、法的展开，外延和内涵都比

道、法小，术不能脱离道、法。术又是技的原则，是对

技的概括。相较道、法，术、技是财政学的直接呈现，

是论述体系的主要内容。其中，术是财政法律层面

的，技则是政策层面的。因此，术较技更抽象。

核心概念的规定，是术的主要内容。不同的术

表达为不同的核心概念，形成不同的范式。现代西

方财政学核心概念是公共物品，其术可概括为公共

物品范式。中国财政学基于自身的道和法，不能直

接嫁接现代西方财政学的术，而要规定自己的核心

概念，形成自己的术，并展开为技。本研究认为，中

国财政学的核心概念是公共权益（参见后文论证），

中国财政学的术是公共权益范式。

———“技”。一方面，技作为具体政策内容，是术

的展开和运用；另一方面，技又是术的内容，是术得

以概括的来源。财政学并非书斋里的学问，而是有

着鲜明的实践取向，其实践性集中体现于技这个层

次。同时也要明确，财政学作为理论，不是财政政策

学，在重视技的同时，不能视“技”为全部财政学，用

技的层次抹杀前面三个层次。中国财政学的技既包

括一般性的“支、收、平、管”，也包括体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国度性和制度性的财政模式（王玉玲、郑

思海，2018）。
综上，财政学的道、法、术、技是总体的由抽象

到具体的过程。四个层次的区别在抽象的程度，是

逻辑上的，而非各层次各有研究对象；其统一也在

抽象与具体的关系。一方面，道决定法，法界定术，

术限定技，这是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另一方面，完

善技可拓展术，拓展的术可充实法，充实的法可进

一步体现道，这是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在上述由

抽象到具体和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中，财政学在

道、法、术、技的展开运用和技、术、法、道的验证、改

进的循环运动中不断发展，形成内在统一的有机系

统，实现“道通为一”。同时，四个层次又是有分工

的，道以明向，法以立本，术以利策，技以成事。

西方财政学在其 300年发展历史中，也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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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法、术、技四个层次不断充实的。在发展的前期，在

契约论国家观（“道”）、财政原则和方法（“法”）两个层

次进行深入分析，并将之贯彻至术、技层次；发展到现

代，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和体制进入稳定态，道、法层次

不再是研究的重点，研究重点转向术、技层次。

中国财政学要明晰西方财政学的上述发展历

程，不能因现代西方财政学注重术、技层面而放弃

对自身道、法的研究。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

要支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学具有鲜明的国度

性（中国）和制度性（社会主义），这决定了中国财政

学的术、技不能嫁接自西方财政学的道、法，亦步亦

趋其对术、技的研究。不能明确道、法的中国财政学

是没有根的，无法真正长大和长成。

需要说明的是，财政学的四个层次不意味着研

究有先后顺序，必须完成第一个层次才能开始第二

个层次，四个层次的研究可以同步展开，不同的研

究者形成分工，以专题研究或系统研究致力于某个

层次，形成中国财政学研究合力。分工不是分家，要

认识到，中国财政学四个层次的展开是在概念的转

化中进行的，由此，概念体系建构起来。概念体系包

括核心概念、主干概念、前导概念和辅助概念（刘永

佶，2015）。在概念体系中，核心概念处于中枢地位，
概念运动围绕核心概念展开。核心概念的规定是中

国财政学形成的关键，也是中国财政学在争鸣的过

程中，逐渐达成共识的聚焦点。

二、现代西方财政学核心概念的引入、借

鉴与改造

中国财政学并非从零开始。新中国建立前，主要

学习西方财政学（何廉、李锐，1935）；新中国建立后，
初期主要学习苏联财政学，之后开始中国财政学的

独立探索，形成了“国家分配论”（许廷星，1957；邓子
基，1962；许毅，2008）等有中国特色的财政学说。20
世纪 90年代后，西方财政学在中国影响日益扩大并
延续至今。秉持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研究方法与思

路的现代西方财政学，并未就自身核心概念作出明

确规定。但梳理其学术史不难发现，现代西方财政学

的起承转合围绕“公共物品”概念展开，“公共物品”

是其核心概念。“公共物品”概念也被中国财政学界

作为核心概念引入，并进行了借鉴和改造。这是中

国财政学核心概念规定的必要前提。

（一）现代西方财政学核心概念的引入

“公共物品”概念是伴随公共财政理论引入中

国的。张馨（1999）提出，所谓公共物品，指具有共同
消费性质的产品和服务，是个人物品的对立物；公

共物品具有消费时的非排他性和非对抗性特征。上

述内容，今天已经成为财政学的基本理论，并写入

各个版本教科书，但在引入的时候，曾面对强烈质

疑，张馨教授也在多篇商榷文章中，对质疑进行了

回应（张馨，1999）。围绕公共物品概念的争论是有
理论和实践价值的，理论层面，公共物品概念作为

核心概念被引入，围绕公共物品概念的教学与研究

日益深入；实践层面，中国公共财政制度建设正式

启动并逐渐完善。

（二）现代西方财政学核心概念的借鉴

如果说“引入”还只是对现代西方财政学主流

公共物品理论的正面介绍，是肯定性接受的话，那

么，“借鉴”则开始了审视，致力于对公共物品这一

核心概念做更全面分析。

马珺（2005）通过梳理当代西方公共品理论的
重要文献，回顾了“公共品”概念的发展历程，认为

“公共品”概念捕捉到了隐藏于客观世界两类不同

特征中的观念，即：由于消费的非竞争性，存在着来

源于集体行动的收益机会，但非排他性的存在又使

得这一收益机会的融资过程十分艰难。尽管如此，

公共品概念仍具有现实价值，为建立于相容利益基

础上的集体行动开拓了地盘，避免处于市场失灵和

政府失灵两极中，赋予人类积极进取、改善自身福

利的动力与能力。这一研究主要围绕西方主流公共

物品概念进行。

马珺（2012）的研究除了进一步细化了对西方
主流财政学公共物品的分析，还对其面临的争议进

行概括，包括：（1）是否存在客观的物理特征，使人
们能将私人物品与公共物品截然分开；（2）某种
物品是否因为具有这些物理特征，而被期望由政府

提供；（3）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两分，是物理上
的，还是看待视角的变化；（4）严格按照定义衡量，
现实中纯粹公共物品几乎没有，而主流财政学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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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本身的公共性为政府与市场划界，有逻辑问题。

概言之，主流观点忽视了公共物品问题的政治性，

将之作为某个决策者面对的最优化问题求解。由

此，马珺补充了非主流的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

择观点，指出公共选择研究方法把公共物品问题当

作特定制度背景下利益相关方的决策问题来理解，

以在真实世界中求解公共物品的需求揭示、资金供

给、生产、配送、利益分享等，应予以充分重视。

张琦（2014）进一步聚焦布坎南的公共物品研
究，就公共选择学派以集体决策或市场决策界定公

共物品或私人物品的内容进行分析，认为布坎南以

“交易”为主要内容的理论是对主流公共物品理论

的重大矫正，将脱节的公共物品供给和需求过程作

为整体进行分析。

综上，在对现代西方财政学“公共物品”这一核

心概念研究不断深入的过程中，中国财政学界逐渐

明晰主流公共物品理论基于“物”的属性的局限性，

对布坎南及其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公共物品理论

进行了介绍和分析，提出要关注公共物品供求决定

的制度结构及其实际影响因素、以个体利益保障来

实现社会利益（马珺，2012）。这一阶段，中国财政学
界对公共物品问题研究的重点由主流的“物品特性

决定人的行为”，逐渐转向“人的行为决定物品特

性”（张琦，2014），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作为主体的
人、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人的决策等内容凸

显，开启了由“物本范式”向“人本范式”的转变（刘

晔，2018），是这一借鉴阶段的重要成果。
（三）现代西方财政学核心概念的改造

改造始自质疑和批判。朱明熙（2005）对西方公
共物品经典定义的立足点（市场经济、理性经济人

假定）提出质疑，指出西方公共物品经典定义与现

实悖离，并对公共物品进行重新定义，即指社会正

常存在与发展所必需的、个人无力独自提供，必须

由社会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公共机构（如国家或政

府）负责组织提供的具有社会性的物品或服务。

杨静（2009）基于马克思主义视角，对西方公共
物品理论进行批判性解读，认为公共物品的定义、

性质和分类存在误导性，以公共物品满足公共需求

与公共利益具有虚伪性，以市场失灵作为划分政

府、市场供给边界具有局限性；上述问题源于方法

论上的错误，即沿用抽象、演绎的个人主义方法，从

表面现象出发，割裂公共物品自然属性和社会属

性。杨静认为，公共物品从本质上看，是在一定社会

经济条件下，以一定范围社会共同需要为出发点，

体现社会一般利益共享，为维护和促进其所依附社

会经济制度发展和完善的产品。因此，公共物品更

多体现为一种制度安排与设计，社会属性对公共物

品界定起着决定性作用。

张晋武（2013）提出“公共物品概念向何处去”
的问题，认为萨缪尔森、马斯格雷夫等从物品客观

属性作出的经典解释与政府提供理论高估了公共

物品概念的政策意义，无法为政府职能实践提供充

分解释和确切依据；而布坎南等从物品供给角度提

出的主观性解释虽迎合了现实，但在基本理论上非

科学。张晋武主张，放松政府职能界定对公共物品

概念的依赖，以公共利益概念重新界定，纾解公共

物品概念与政府职能关系上的困结。

张晋武、齐守印（2016）明确，公共物品概念是
现代公共财政理论的核心范畴，并对现代西方财政

学公共物品客观性和主观性两类定义进行全面批

判。在此基础上，改造公共物品概念，提出基于满足

公共需求、依托公共权力和通过共识与非对称性合

作实现再生产的“公共利益性物品”概念。

此外，对公共物品概念的改造还包括武彦民

（2001）提出的“制度性公共物品”，冯俏彬、贾康
（2010）提出的“权益—伦理型公共物品”等。

综上，由于公共物品在现代世界各国具有一般

性（如国防、外交、教育、医疗、交通设施等），中国财

政学界对现代西方财政学核心概念“公共物品”的

引入、借鉴与改造是必要的，这不仅为中国财政学

核心概念的规定提供参考，而且为我国公共财政制

度建立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但另一方面，上述引

入、借鉴与改造的过程中，中国财政学的制度性与

国度性并未明确，更多是将公共物品理论作为具有

普适性的概念来阐释和研讨，即使是改造，也未脱

离公共物品概念本身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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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学核心概念

的内涵和外延

在经过对现代西方财政学核心概念的引入、借

鉴与改造后，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

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后，中国财政学

研究的主体性愈加强化。对中国财政学核心概念的

研究，已经不满足于对“公共物品”概念的修补，而

是以创新性思维，提出了多个观点，包括社会共同

需要（何振一，2015；李俊生，2017）、国家治理（陈
共，2017；刘晓路、郭庆旺，2017；崔潮，2018；杨松
武，2020）、公共风险（刘尚希，2018）、公共秩序（吕
冰洋，2018，2021）等。
形成中国财政学的理论体系是学界共同目标，

对上述观点，我们可以从理论体系形成的阶段来分

析。理论体系的形成要经历思想、观念、假说和理论

四个阶段（刘永佶，2015）。在上述四个阶段中，核心
概念经历了从无到有且主导地位逐渐明晰的过程。

———思想。思想是对现象进行比较、分类、归纳

后，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财政思想往往是短期、局

部的，因应一定的现实财政问题产生，因此，财政思

想多会作为政策建议。由于其问题导向，而问题是

不断变化的，导致财政思想缺乏严谨论述系统，也

没有核心概念。

———观念。观念是思想的发展，是理念化的思

想。从形式上看，是由若干概念构成的相对严谨的

体系，并已形成了初步的核心概念。观念比假说和

理论的外延小，一个假说或理论包含若干观念，而

其中作为统领的是核心概念。也就是说，假说或理

论是以核心概念为主的观念的集合。观念是由思想

到假说的必经发展阶段。

———假说。假说由思想经观念发展而来，属于

系统化的研究，以若干达至观念阶段的专题性研究

为基础。假说是创造性系统思维的体现，不仅有明

确的核心概念，而且在形成必要的前导概念基础

上，有若干主干概念和辅助概念，形成了系统的概

念体系，并表现为系统的论述体系。

———理论。理论是四个阶段中的最高阶段。理

论由假说转化而来。假说向理论的转化，需要经过

检验、充实和发展。检验包括实践检验和逻辑验证。

经过检验的假设经充实与发展，成为理论。

按照这一标准，提出了核心概念的中国财政学

前述观点，都已跨过了思想阶段，或处于观念阶段，

或处于假说阶段。无论是由观念到假说，还是由假

说到理论，都是一个需要努力探索的过程。以马克

思的研究为例，他在 1844年即提出了异化劳动假
说，这一假说在不断的实践检验和逻辑验证中，经

充实和发展，形成《资本论》中的剩余价值理论体系。

在中国财政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中，规定核心概

念是关键环节。这要置于中国财政学四个层次的统

一中进行。笔者在 2018年的文章中，曾将“公共利
益”界定为中国财政学的核心概念，并提出公共利

益的基础是公共价值，行使机构是公共权力机构，

实现机制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王玉玲、赵晓明，

2018）。经过反复思考，并受学界近年研究启发，本
文提出，公共权益是中国财政学的核心概念。在这

里，就其外延和内涵进行初步探讨。

权益是公民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和利益。“公共

权益”概念从外延看，既包括公共利益，也包括公共

权利，是在公共权利保障基础上的公共利益实现。

社会主义国家中，公民的公共权利和公共利益具有

一致性，这种一致性，表述为概念就是“公共权益”。

没有公共权利的公共利益，是无法充分保障和真正

实现的；而没有公共利益的公共权利，是虚幻和虚

置的权利。公共权益的外延相比之前的“公共利益”

概念有所扩大，其改变是研究思路的变化。财政是

“财”与“政”的统一，公共利益主要侧重“财”，对

“政”的概括不够。而公共权益作为公共利益和公共

权利的统一，体现了“财”与“政”的统一。

概念的外延是对外在范围的规定，而概念的内

涵是对所概括的现实本质属性的规定。概念的内涵

和外延相互制约，外延改变，内涵会相应改变。

“公共权益”概念的内涵是：在社会主义国家

中，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和实现公共利益，公民权

利派生的公共权力执行机构通过对公共价值的提

取、分割和使用，在获取公共财政收入、建立公共预

算制度、提供公共物品满足公共财政支出的过程

中，保障与实现的公民总体性社会权利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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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财政学四个层次及其概念体系

内容 前导概念 核心概念 主干概念 辅助概念（主要）

道 马克思主义国家观

社会主义、资本主

义、国家、权利体

系、权力体系

— 公民、公民权利
制度、国度、国家主体、国家

本质、国家职能、国家属性

法

法则：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实现公

共利益、坚持劳动价值论、公共权

利派生并制约公共权力、实现国家

长治久安

方法：主体性方法、实证与抽象内

在统一、逻辑与历史统一

劳动价值论、国家

治理
—

社会公共需要、公

共利益、公共权利、

公共权力

劳动的质、劳动的量、社会平

均必要劳动时间、使用价值、

交换价值；

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能

力，国家治理效能

术 公共权益范式 — 公共权益
公共价值、公共物

品

公共价值创造、提取、分割、

使用、管理；

公共物品需求、供给、生产、

配送、利益分享

技

财政模式、财政支出、财政收入、财

政平衡、财政管理、多级政府财政

关系

— —

公共财政支出、公

共财政收入、公共

预算

购买性支出、转移性支出；税

收、租金、收费、利润、基金；

预算绩效、预算管理、预算约

束；政府间财政关系

公共权益概念的逻辑链条是：公民权利———公

共权力———公共利益———公民利益。这意味着，公

共权益凸显公民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主体性和其

权利的在先性，公民权利派生并制约公共权力；通

过公共权力的行使，实现公民个体无法实现的公共

利益；而公共利益的实现，是满足并落实公民个体

利益的重要内容和基础。公共权益概念体现个体与

总体、权利与权力、权利与利益的多重统一。

公共权益的基础是公共价值。公共价值是由公

民协作产生的集体力创造的价值和公民个人超过

其必要劳动时间外的剩余劳动时间创造的价值之

和（刘永佶，2015）。对公共价值的提取表现为获取
税收等公共财政收入过程，对公共价值的分割则依

托公共预算制度，而对公共价值的使用则体现为公

共财政支出。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学核心概念

的展开

规定核心概念之后，要展开概念。概念展开形

成概念体系，概念体系是一张网，概念就是网上的

结点。同时，核心概念的展开，又是论述体系的建构

过程。围绕“公共权益”这一核心概念，中国财政学

的概念体系在论述体系中展开。

如前述，概念体系中的概念分为核心概念、主

干概念、前导概念和辅助概念。对核心概念前文已

进行分析，这里集中探讨后三者。

———主干概念。相比只有一个的核心概念，主

干概念有若干个，是概念体系的支柱。这一支柱作

用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在从具体概念到抽象概

念的转化中，主干概念是核心概念得以规定的基

础；另一方面，在从抽象概念到具体概念的转化中，

主干概念是核心概念的直接展开。基于社会主义制

度的内在要求，中国财政凸显“公共性”，因此，中国

财政学的主干概念是一个围绕“公共权益”的公共

概念谱系，包括公民、公民权利、社会公共需要、公

共利益、公共权利、公共权力、公共价值、公共物品、

公共财政支出、公共财政收入、公共预算等。公共权

益这一核心概念处在中国财政学的“术”层次，主干

概念则分处财政学的四个层次，共同支撑中国财政

学的骨架。其中，公民、公民权利在“道”层次；社会

公共需要、公共利益、公共权利、公共权力在“法”层

次；公共价值、公共物品在“术”层次，二者是一体两

面关系；公共财政支出、公共财政收入、公共预算在

“技”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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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导概念。前导概念是核心概念的历史和

逻辑前导。前导概念决定了核心概念的性质，这一

性质全面贯彻于主干概念和辅助概念中。在中国财

政学四个层次中，前导概念集中在“道”和“法”层

次。“道”层次中，包括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国家、权

利体系、权力体系等；“法”层次中，则包括劳动价值

论、国家治理等。

———辅助概念。辅助概念是核心概念、主干概

念和前导概念转化中的连接概念。辅助概念在道、

法、术、技四个层次都会存在。四个层次在共同建构

中国财政学系统的同时，其本身也是一个小系统，

在每个小系统中，辅助概念是发挥概念转化连接作

用的。辅助概念围绕主干概念展开，以“公共财政收

入”这一主干概念为例，其辅助概念包括税收、租

金、收费、利润、基金等。

综上，核心概念、主干概念、前导概念和辅助概

念在中国财政学四个层次中是内在统一的，从抽象

到具体转化，即从前导概念开始，规定核心概念，核

心概念再展开为主干概念，辅助概念则服务于上述

转化过程。

五、结语

中国财政学具有鲜明的国度性和制度性。这要

求中国财政学明确主体性，这一主体性包括两个方

面：一方面，以中国自身财政为研究对象，展开中国

财政学的道、法、术、技，在四个层次中的每个层次，

都不能错位，更不能从西方财政学直接嫁接；另一

方面，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财政学理论研究要

体现“以人民为中心”，建构以“公共权益”保障和实

现为核心的理论体系，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这是一个学界以创新性思维共同努力的

过程，既需要理论自信，也需要理论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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