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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疫情扰动欠收少支 

2023前置发力但仍受限 
——2022 年财政数据点评及 2023 年展望 

 

  

2022 年，疫情冲击叠加大规模留抵退税政策实施下，全国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增速连续八月为负，虽在年底实现转正但仍不及年

初预算目标；稳增长压力下，积极财政持续发力，财政支出同比

增加且重点保障基本民生领域，但与年初预算相比仍然少支；房

地产严监管、土地市场低迷背景下，土地财政有所弱化，全国政

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均下降，其中收入出现深度下跌、低于年初预

算超两万亿。整体看，全年财政“两本账”收支均未实现年初预

算目标，呈“欠收少支”特点。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年底转正但未实现年初目标，税收拖累

显著、非税收入贡献较大 

 2022 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03703 亿元，同比增长

0.60%，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 9.10%，低于 2021 年的

10.50%，未完成年初增速目标（3.80%），少收 6437 亿元；

完成预算进度 96.94%，为近 5 年来最低值。其中，中央收

入 94885 亿元，同比增长 3.80%；地方收入 108818 亿元，

同比下降 2.10%，央地收入增速呈现分化态势。税收收入

166614 亿元，疫情扰动及退税政策影响下，同比下降

3.50%，对一般公共算收入拖累较大；非税收入累计 27089

亿元，在特定国有金融机构上缴利润、原油价格上涨以及

地方多渠道盘活闲置资产等带动下，同比大幅增长 24.40%，

是支撑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正增长的重要力量。 

 分月度看，受疫情冲击叠加大规模留抵退税政策实施，自

4 月起收入增速持续为负，但在 12 月收入高增推动下全年

最终实现正增长。4 月起，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同

比增速延续为负。伴随留抵退税上半年“大头落地”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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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财政数据点评及 2023年展望 

2022疫情扰动欠收少支，2023前置发力但仍受限 

经济边际修复，下半年来降幅逐月收窄。特别是 12 月，受国内增值税、消费税等

主要税种高增带动，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大幅增长 61.11%，增速较 11月扩

大 36.49 个百分点，创下年内单月增速新高，有力推动全年收入增速由负转正。 

 分税种看，大规模退税及土地市场持续低迷影响下，国内增值税、土地和房地产

相关税种拖累较大，税收收入占比大幅下降，非税收入贡献较高。具体来看，

2022 年，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我国实施了最大力度的组合式税费政策，全年新

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超过 4.2 万亿元，其中增值税留抵退税 2.46 万亿，受

此影响，第一大税种国内增值税大幅下降 23.30%，是拖累税收收入增长的重要原

因；同时，受房地产严监管、土地市场持续低迷影响，土地和房地产相关税收表

现较弱，契税、土地增值税同比分别下降 22.00%、7.90%。国内消费税同比大幅

增长 20.30%，较上年抬升 4.90 个百分点，或与其未像往年延迟入库有关。企业所

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收入同比增长 3.90%、6.60%，但受经济下行叠加高基数影响，

增速远不及上年。值得注意是，税收收入增速大幅低于非税收入增速近 30 个百分

点，税收收入占比也大幅下降超 3 个百分点至 81.79%，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质量和

稳定性有所下降，非税收入高增在短期内可一定程度上减轻财政收支压力，但需

持续关注非税收入过快增长对经济可持续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等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速同比抬升但仍少支，集中保障民生等重点领域支出 

 2022 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60609 亿元，同比增长 6.10%，增速较上年抬升

5.80 个百分点，但受收入下滑掣肘，支出增速低于年初预算目标（8.40%），节支

6516 亿元。其中，中央支出 35570 亿元、同比增长 3.90%，地方支出 225039 亿元、

同比增长 6.40%，地方支出增速快于中央。从支出进度看，2022 年支出发力较为

靠前，前 4 月支出进度与往年相比居于前列，但受多因素扰动最终全年完成预算

进度 97.56%，为近 5 年来最低值。 

 分支出类型看，基建及社保民生领域保障有力，防疫支出大幅抬升但边际走弱，

债务付息压力进一步加大。上半年，财政支出在注重基本民生保障的同时，对基

建、科技领域的支持力度较大，科学技术、农林水、交通运输支出上半年累计同

比增速均超 10%，分居各主要支出类型前三位。全年来看，教育、社会保障和就

业仍为支出重点，支出规模均超 36000 亿元，规模分别居于第一、第二位，且增

速均超 5%，民生等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受疫情持续反复扰动，卫生健康

领域支出大幅增长，同比大幅增长 17.80%，增速居各主要支出类型首位，且较上

年抬升 17.90 个百分点；但值得注意的是，伴随防疫政策优化调整，12 月当月卫

生健康支出增速较前值大幅回落 15.10个百分点，疫情对财政支出的扰动边际减弱。

http://www.ccxi.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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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疫情扰动欠收少支，2023前置发力但仍受限 

基建领域相关支出中，城乡社区、节能环保支出同比下降 0.20%、3.20%，农林水、

交通运输支出同比增加 2.30%、5.30%，各支出均较上年有所抬升，“全面加强基

础设施建设”背景下，财政资金对基建支持力度有所加强。此外，2022 年债务付

息支出再超万亿，同比增长 8.70%，且增速较上年抬升 2.10 个百分点，债务付息

压力进一步加大。 

 土地出让低迷拖累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支出增速持续回落年底由正转负 

 土地市场低迷下收入深度下跌，远不及年初预算目标，土地出让占比回落但仍超

九成。 2022年，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77879亿元，同比下降 20.60%，远不及

年初预算目标（0.6%）、少收超两万亿，且与 2020 年相比下降 16.70%。其中，

中央收入 4124 亿元，同比增长 3.00%；地方收入 73755 亿元，同比下降 21.60%，

受土地市场低迷拖累，地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66854亿元，同比下降 23.3%，

占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比重也较去年回落 2.00 个百分点至 90.60%。但伴随房

地产支持政策发力，特别是“三支箭”相继落地下，下半年土地市场迎来一定升

温，带动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降幅逐月收窄。 

 受制于收入下滑，支出增速自 3 月起持续回落、年底最终转负，专项债发行影响

下增速回落幅度“前低后高”。2022年，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10583亿元，

受收入端下降制约，同比下滑 2.50%，未实现年初预算目标（22.30%）。其中，

中央支出 5544亿元，同比增长 76.80%；地方支出 105039亿元，同比下降 4.70%，

地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相关支出 53736 亿元，同比下降 17.80%。值得注意

的是，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增速自 3 月起持续回落，但受上半年新增专项债放量

发行支撑，上半年支出累计同比增速回落幅度整体较低，下半年，伴随新增专项

债基本发行使用完毕，支出增速快速回落，特别是在 12 月新增专项债发行大幅回

落的背景下，支出累计同比增速由正转负，全年支出增速回落幅度整体呈现“前

低后高”特征。 

 2023 年展望：财政将继续靠前发力但整体受限，需注重收支紧平衡下的债务风险防范 

 财政“两本账”扩表具有支撑因素，将延续靠前发力，但整体扩张仍受约束。一

方面，财政发力有支撑因素且将继续前置。在近年已实施较大规模减税降费的基

础上，2023 年或不会有更大规模的退税政策出台，将更加注重前期政策落实及完

善，提升精准性针对性，对税收收入的拖累或将减弱；同时，在各地积极“挖潜”、

多渠道盘活存量资产的背景下，非税收入有望延续增长；此外，伴随房地产市场

支持政策落地见效，土地市场或逐步企稳，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大概率边际改善。

http://www.ccxi.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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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财政节奏看，2023 年一季度稳增长压力仍较大，积极财政将继续靠前发力，且

今年专项债提前批额度下达时间为历年最早、1 月新增专项债发行规模同比上升 1

等信号也进一步印证了今年财政前置的特点。另一方面，财政发力空间整体仍然

受到多重制约。受长达三年的疫情冲击，财政结余资金出现大幅下降，2023 年可

用于调节预算的资金规模可能锐减，或从 2022年的 1.5万亿左右回落至 0.5万亿以

下；同时，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专营机构继续上缴利润存在不确定性；此外，地

产支持政策传导至房企拿地、销售存在一定时滞，土地出让收入较难大幅改善，

财政“两本账”大幅扩表空间仍较为有限。 

 地方财政收支矛盾加剧背景下，需注重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近三年来，疫情

反复叠加土地财政弱化，财政收支矛盾有所加剧，特别是 2022 年，财政“两本账”

收支均未完成年初目标，收支整体缺口扩大至 8.96 万亿。尤其是土地财政弱化背

景下，地方政府综合财力出现较大下滑，叠加稳增长压力下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快

速上升，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出现较为明显的攀升。2022 年，地方债合计发行 7.36

万亿元 2，同比下降 1.70%，其中专项债发行 5.12 万亿元、同比增长 4.08%，一般

债发行 2.24 万亿元、同比下降 12.78%；截至 2022 年 12 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

余额 350618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143896 亿元，专项债务 206722 亿元，地方政府

负债率上升 2.33个百分点至 28.97%，债务率同样出现大幅上升。2023年，财政发

力仍然受到多重制约，财政运行或仍处于“紧平衡”状态，地方债务水平或继续

被动攀升，逐步突破国际警戒线水平，需更加注重风险防范，保障地方政府债务

风险可控。 
  

                         
1 2023 年 1 月，新增专项债发行规模达 4912亿元，去年同期为 4844亿元。 
2 2022年地方债发行情况详见中诚信国际 2023 年 1 月 13 日发布的报告《稳增长加码专项债持续扩容，积极财政加力提效需

用好用足——地方政府专项债 2022 年回顾与 2023 年展望》。 

http://www.ccxi.com.cn/
https://www.ccxi.com.cn/coreditResearch/detail/9674?type=1
https://www.ccxi.com.cn/coreditResearch/detail/9674?typ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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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图： 

 

 

图 1：12 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及增速 图 2： 2022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及增速 

  
数据来源：Wind，中诚信国际区域风险数据库 
 
 
 

数据来源：Wind，中诚信国际区域风险数据库 
 
 
 
 
 

图 3：12月全国税收、非税收入及增速 图 4：2022年全国税收、非税收入及增速 

  

数据来源：Wind，中诚信国际区域风险数据库 
 
 
 

数据来源：Wind，中诚信国际区域风险数据库 
 
 
 
 
 

图 5：12 月全国税收收入各组成分布及增速 图 6：2022年全国税收收入各组成分布及增速 

  
数据来源：Wind，中诚信国际区域风险数据库 
 
 

 

数据来源：Wind，中诚信国际区域风险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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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2 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及增速 图 8：2022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及增速 

  
数据来源：Wind，中诚信国际区域风险数据库 
 
 
 

数据来源：Wind，中诚信国际区域风险数据库 
 
 
 
 
 

图 9：12月全国预算支出组成分布及增速 图 10：2022年全国预算支出组成分布及增速 

  

数据来源：Wind，中诚信国际区域风险数据库 
 
 

 

数据来源：Wind，中诚信国际区域风险数据库 
 
 
 
 
 

图 11：近 5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进度 图 12：近 5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进度 

  

数据来源：财政部，中诚信国际区域风险数据库 
 
 
 

数据来源：财政部，中诚信国际区域风险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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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2022年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大幅下滑 

 
           数据来源：Wind，中诚信国际区域风险数据库 

 
 
 
 
 
 
 

图 14：2022年全国政府性基金支出同比延续低迷 

 
数据来源：Wind，中诚信国际区域风险数据库 
 
 
 
 
 
 
 

图 15：12月土地成交面积及成交总价环比、同比均回升 

 
数据来源：Wind，中诚信国际区域风险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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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12 月地方债发行以再融资专项债为主 图 17：2022年地方债发行以新增专项债为主 

  
数据来源：Wind，中诚信国际区域风险数据库 
 
 
 

数据来源：Wind，中诚信国际区域风险数据库 
 
 
 
 
 

图 18：2022 年地方债发行期限仍以 10年期为主 图 19：2022年广东发行地方债总额居首 

  
数据来源：Wind，中诚信国际区域风险数据库 
 
 
 

数据来源：Wind，中诚信国际区域风险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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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2022年，疫情冲击叠加大规模留抵退税政策实施下，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连续八月为负，虽在年底实现转正但仍不及年初预算目标；稳增长压力下，积极财政持续发力，财政支出同比增加且重点保障基本民生领域，但与年初预算相比仍然少支；房地产严监管、土地市场低迷背景下，土地财政有所弱化，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均下降，其中收入出现深度下跌、低于年初预算超两万亿。整体看，全年财政“两本账”收支均未实现年初预算目标，呈“欠收少支”特点。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年底转正但未实现年初目标，税收拖累显著、非税收入贡献较大
	 2022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3703亿元，同比增长0.60%，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9.10%，低于2021年的10.50%，未完成年初增速目标（3.80%），少收6437亿元；完成预算进度96.94%，为近5年来最低值。其中，中央收入94885亿元，同比增长3.80%；地方收入108818亿元，同比下降2.10%，央地收入增速呈现分化态势。税收收入166614亿元，疫情扰动及退税政策影响下，同比下降3.50%，对一般公共算收入拖累较大；非税收入累计27089亿元，在特定国有金融机构上...
	 分月度看，受疫情冲击叠加大规模留抵退税政策实施，自4月起收入增速持续为负，但在12月收入高增推动下全年最终实现正增长。4月起，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同比增速延续为负。伴随留抵退税上半年“大头落地”叠加
	www.ccxi.com.cn
	经济边际修复，下半年来降幅逐月收窄。特别是12月，受国内增值税、消费税等主要税种高增带动，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大幅增长61.11%，增速较11月扩大36.49个百分点，创下年内单月增速新高，有力推动全年收入增速由负转正。
	 分税种看，大规模退税及土地市场持续低迷影响下，国内增值税、土地和房地产相关税种拖累较大，税收收入占比大幅下降，非税收入贡献较高。具体来看，2022年，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我国实施了最大力度的组合式税费政策，全年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超过4.2万亿元，其中增值税留抵退税2.46万亿，受此影响，第一大税种国内增值税大幅下降23.30%，是拖累税收收入增长的重要原因；同时，受房地产严监管、土地市场持续低迷影响，土地和房地产相关税收表现较弱，契税、土地增值税同比分别下降22.00%、7.90%。国...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速同比抬升但仍少支，集中保障民生等重点领域支出
	 2022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60609亿元，同比增长6.10%，增速较上年抬升5.80个百分点，但受收入下滑掣肘，支出增速低于年初预算目标（8.40%），节支6516亿元。其中，中央支出35570亿元、同比增长3.90%，地方支出225039亿元、同比增长6.40%，地方支出增速快于中央。从支出进度看，2022年支出发力较为靠前，前4月支出进度与往年相比居于前列，但受多因素扰动最终全年完成预算进度97.56%，为近5年来最低值。
	 分支出类型看，基建及社保民生领域保障有力，防疫支出大幅抬升但边际走弱，债务付息压力进一步加大。上半年，财政支出在注重基本民生保障的同时，对基建、科技领域的支持力度较大，科学技术、农林水、交通运输支出上半年累计同比增速均超10%，分居各主要支出类型前三位。全年来看，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仍为支出重点，支出规模均超36000亿元，规模分别居于第一、第二位，且增速均超5%，民生等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受疫情持续反复扰动，卫生健康领域支出大幅增长，同比大幅增长17.80%，增速居各主要支出类型首位，...
	 土地出让低迷拖累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支出增速持续回落年底由正转负
	 土地市场低迷下收入深度下跌，远不及年初预算目标，土地出让占比回落但仍超九成。 2022年，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77879亿元，同比下降20.60%，远不及年初预算目标（0.6%）、少收超两万亿，且与2020年相比下降16.70%。其中，中央收入4124亿元，同比增长3.00%；地方收入73755亿元，同比下降21.60%，受土地市场低迷拖累，地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66854亿元，同比下降23.3%，占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比重也较去年回落2.00个百分点至90.60%。但伴随房地产支持政...
	 受制于收入下滑，支出增速自3月起持续回落、年底最终转负，专项债发行影响下增速回落幅度“前低后高”。2022年，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110583亿元，受收入端下降制约，同比下滑2.50%，未实现年初预算目标（22.30%）。其中，中央支出5544亿元，同比增长76.80%；地方支出105039亿元，同比下降4.70%，地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相关支出53736亿元，同比下降17.80%。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增速自3月起持续回落，但受上半年新增专项债放量发行支撑，上半年支出累计同比...
	 2023年展望：财政将继续靠前发力但整体受限，需注重收支紧平衡下的债务风险防范
	 财政“两本账”扩表具有支撑因素，将延续靠前发力，但整体扩张仍受约束。一方面，财政发力有支撑因素且将继续前置。在近年已实施较大规模减税降费的基础上，2023年或不会有更大规模的退税政策出台，将更加注重前期政策落实及完善，提升精准性针对性，对税收收入的拖累或将减弱；同时，在各地积极“挖潜”、多渠道盘活存量资产的背景下，非税收入有望延续增长；此外，伴随房地产市场支持政策落地见效，土地市场或逐步企稳，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大概率边际改善。从财政节奏看，2023年一季度稳增长压力仍较大，积极财政将继续靠前发...
	 地方财政收支矛盾加剧背景下，需注重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近三年来，疫情反复叠加土地财政弱化，财政收支矛盾有所加剧，特别是2022年，财政“两本账”收支均未完成年初目标，收支整体缺口扩大至8.96万亿。尤其是土地财政弱化背景下，地方政府综合财力出现较大下滑，叠加稳增长压力下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快速上升，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出现较为明显的攀升。2022年，地方债合计发行7.36万亿元1F ，同比下降1.70%，其中专项债发行5.12万亿元、同比增长4.08%，一般债发行2.24万亿元、同比下降12.78%...
	附表/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