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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财政修复，是否“昙花一现”？ 
事件： 

11 月 16 日，1-10 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73397 亿元，扣除留抵退税

因素后增长 5.1%，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 4.5%。 

点评： 

 一般财政收入改善主因税收增长带动，政府性收入修复或缘于集中供地开展 

一般财政、政府性收入双双改善，使得广义财政收入回升。10 月，广义财政收入
同比 10.7%；其中，一般财政收入持续改善，10 月同比 15.7%、较上月同比提
升近 7 个百分点，前 10 月累计同比下降 4.5%、预算完成度为 82.5%、低于过去
五年平均进度近 6 个百分点；政府性基金收入下滑放缓，10 月同比下降 2.7%，
较上月降幅缩窄近 17 个百分点，但预算完成度依旧低迷，前 10 月仅为 53%。 

一般财政收入中，税收收入明显回升，非税收入放缓。10 月，税收收入同比
15.2%，较上月提升近 15 个百分点；其中，消费税同比增速达 147%，主因低基
数效应，其规模与今年前 9 月平均水平基本持平；留抵退税影响消退下，增值税
延续增长，同比达 12.2%、较上月提升约 5 个百分点；企业所得税明显改善、同
比增长 12.6%；非税收入增速放缓、但维持两位数增长，10 月同比为 19.5%。 

政府性基金收入边际修复，或主因多地开展集中供地，持续性仍需观察。10 月，

多地打破年内集中供地年度不超过 3 次限制、开展第四轮集中供地，使得地方国

有土地出让收入边际改善、同比降幅明显收窄；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也随之修

复、同比降幅较上月收窄近 20 个百分点至 3.8%。但从地产销售等高频数据来

看，土地市场明显改善迹象尚未出现，政府性基金收入修复的持续性仍需观察。 

 一般财政支出压力加速显现，民生支出维持刚性，防疫、付息支出加码  

部分专项债结存限额的使用，支撑政府性基金支出，推动广义财政支出强度回

升。10 月，广义财政支出同比 0.2%，较上月提升近 10 个百分点；其中，政府

性基金支出同比下降 18.2%，降幅较上月收窄超 20 个百分点，或缘于部分专项

债结存限额落地。前 10 月政府性基金支出进度为 61.7%，落后过往同期近 7 个

百分点；随着专项债结存限额落地使用，后续政府性基金支出或进一步提速。 

一般财政支出承压，卫生健康支出持续提速、付息支出占比抬升。一般财政支出

10 月同比增长 8.7%，较上月同比提升近 3 个百分点，前 10 月累计同比达

6.4%。局部疫情扰动下，卫生健康支出延续高增，同比增速达 44%、较上月提

升近 20 个百分点。从支出占比看，10 月教育、社保等民生类支出相对刚性，占

比维持在 27%左右；债务付息支出占比抬升至 7%，较上月提升近 4 个百分点。 

重申观点：出口面临较大回落压力下，财政政策托底经济的重要性进一步抬升；

考虑到债务付息压力对地方债扩张空间可能形成的制约，2023 年财政政策稳增长

或更多依赖于中央“加杠杆”。其中，“准财政”政策工具或成为主要抓手。

（详见《财政稳增长，还有多少“弹药”？》） 

 

风险提示：政策效果不及预期、疫情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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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般财政改善主因税收带动，政府性收入修复或因集中供地开展 

一般财政、政府性收入双双改善，使得广义财政收入回升。10 月，广义财

政收入同比 10.7%；其中，一般财政收入持续改善，10 月同比 15.7%、较上

月同比提升近 7 个百分点，前 10 月累计同比下降 4.5%、预算完成度为 82.5%、

低于过去五年平均进度近 6 个百分点；政府性基金收入下滑放缓，10 月同比下

降 2.7%，较上月降幅缩窄近 17 个百分点，但预算完成度依旧低迷，前 10 月

仅为 53%。 

图表 1：10 月，广义财政收入有所回升  图表 2：10 月，政府性收入、一般财政收入均有改善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 3：1-10 月，政府性基金收入进度依旧低迷  图表 4：1-10 月一般财政收入进度略低于过往同期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一般财政收入中，税收收入明显回升，非税收入放缓。10 月，税收收入同

比 15.2%，较上月提升近 15 个百分点；其中，消费税同比增速达 147%，主

因低基数效应，其规模与今年前 9 月平均水平基本持平；留抵退税影响消退下，

增值税延续增长，同比达 12.2%、较上月提升约 5 个百分点；企业所得税明显

改善、同比增长 12.6%；非税收入增速放缓，10 月同比为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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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10 月，税收收入明显回暖、非税收入放缓  图表 6：10 月，消费税、增值税等边际改善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政府性基金收入边际修复，或主因多地开展集中供地，持续性仍需观察。

10 月，多地打破年内集中供地年度不超过 3 次限制、开展第四轮集中供地，使

得地方国有土地出让收入边际改善、同比降幅明显收窄；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

也随之修复、同比降幅较上月收窄近 20 个百分点至 3.8%。但从地产销售等高

频数据来看，土地市场明显改善迹象尚未出现，政府性基金收入修复的持续性

仍需观察。 

图表 7：10 月，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边际修复  图表 8：10 月，商品房成交面积依旧低迷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二、一般财政支出承压，民生支出维持刚性，防疫、付息支出加码 

部分专项债结存限额的使用，支撑政府性基金支出，推动广义财政支出强

度回升。10 月，广义财政支出同比 0.2%，较上月提升近 10 个百分点；其中，

政府性基金支出同比下降 18.2%，降幅较上月收窄超 20 个百分点，或缘于部

分专项债结存限额落地。前 10 月政府性基金支出进度为 61.7%，落后过往同

期近 7 个百分点；伴随着专项债结存限额落地使用，后续政府性基金支出或进

一步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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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10 月，政府性基金支出加速下滑  图表 10：10 月，广义财政支出提速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 11：1-10 月，政府性基金支出进度低于过往同期  图表 12：10 月，政府性基金支出进度明显低于过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一般财政支出承压，卫生健康支出持续提速、付息支出占比抬升。一般财

政支出 10 月同比增长 8.7%，较上月同比提升近 3 个百分点，前 10 月累计同

比达 6.4%。局部疫情扰动下，卫生健康支出延续高增，同比增速达 44%、较

上月提升近 20 个百分点。从支出占比看，10 月教育、社保等民生类支出相对

刚性，占比维持在 27%左右；债务付息支出占比抬升至 7%，较上月提升近 4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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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3：10 月，卫生健康支出延续高强度   图表 14：10 月，债务付息支出明显提升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出口面临较大回落压力下，财政政策托底经济的重要性进一步抬升；考虑

到债务付息压力对地方债扩张空间可能形成的制约，2023 年财政政策稳增长或

更多依赖于中央“加杠杆”。其中，“准财政”政策工具或成为主要抓手。

（详见《财政稳增长，还有多少“弹药”？》） 

图表 15：2022 年地方债付息占地方财政收入明显抬升  图表 16：2023 年预算内加码或需依赖中央赤字扩张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农发行、国开行、进出口银行、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 17：政策性、开发性银行新增贷款或可加量  图表 18：政策性金融工具可根据实际扩大规模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农发行、国开行、进出口银行、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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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开行

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

项目资本金

重大项目资本金  
(不超总资本金50%)

专项债项目          
资本金搭桥

6000亿元
（进出口银行加入、投向范围扩大、

可根据实际情况扩大规模）                     
中央财政适当贴息两年

发改委会同地方、中央部门
和央企形成备选项目清单

市场化原则、 自主选择

农发行央行牵头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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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1、 政策效果不及预期。债务压制、项目质量等拖累稳增长需求释放，资金滞

留在金融体系；土地财政收入不及预期，对地方政府行为压制增强等。 

2、 疫情反复。国内疫情反复，可能对项目开工、线下消费等抑制加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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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的产生基于国金证券及其研究人员认为可信的公开资料或实地调研资料，但国金证券及其研究人员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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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间接损失或与此有关的其他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且本报告中的资料、意见、预测均反映报告初次公开发布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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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其它业务部门、单位或附属机构在制作类似的其他材料时所给出的意见不同或者相反。 

本报告仅为参考之用，在任何地区均不应被视为买卖任何证券、金融工具的要约或要约邀请。本报告提及的任

何证券或金融工具均可能含有重大的风险，可能不易变卖以及不适合所有投资者。本报告所提及的证券或金融工具

的价格、价值及收益可能会受汇率影响而波动。过往的业绩并不能代表未来的表现。  

客户应当考虑到国金证券存在可能影响本报告客观性的利益冲突，而不应视本报告为作出投资决策的唯一因素。

证券研究报告是用于服务具备专业知识的投资者和投资顾问的专业产品，使用时必须经专业人士进行解读。国金证

券建议获取报告人员应考虑本报告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以及（若有必要）咨询独立投资顾问。

报告本身、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达意见也不构成投资、法律、会计或税务的最终操作建议，国金证券不就报告中的

内容对最终操作建议做出任何担保，在任何时候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个人推荐。 

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国金证券的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涉及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并可能为

这些公司正在提供或争取提供多种金融服务。 

本报告并非意图发送、发布给在当地法律或监管规则下不允许向其发送、发布该研究报告的人员。国金证券并

不因收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国金证券的客户。本报告对于收件人而言属高度机密，只有符合条件的收件人才能

使用。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本报告仅供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中风险评级高于 C3 级(含

C3 级）的投资者使用；本报告所包含的观点及建议并未考虑个别客户的特殊状况、目标或需要，不应被视为对特定

客户关于特定证券或金融工具的建议或策略。对于本报告中提及的任何证券或金融工具，本报告的收件人须保持自

身的独立判断。使用国金证券研究报告进行投资，遭受任何损失，国金证券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若国金证券以外的任何机构或个人发送本报告，则由该机构或个人为此发送行为承担全部责任。本报告不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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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报告仅限于中国境内使用。国金证券版权所有，保留一切权利。 
 
    
上海  北京  深圳  

电话：021-60753903 

传真：021-61038200 

邮箱：researchsh@gjzq.com.cn 

邮编：201204 

地址：上海浦东新区芳甸路 1088 号 

           紫竹国际大厦 7 楼 

电话：010-66216979 

传真：010-66216793 

邮箱：researchbj@gjzq.com.cn 

邮编：100053 

地址：中国北京西城区长椿街 3 号 4 层 

电话：0755-83831378 

传真：0755-83830558 

邮箱：researchsz@gjzq.com.cn 

邮编：518000 

地址：中国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四路 1-1 号 

           嘉里建设广场 T3-2402 
 
 


	reportD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