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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分析师 事项：

2023年1-2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5642亿元，同比下降1.2%；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40898亿元，同比增长7.0%。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6965亿元，同
比下降24.0%；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12493亿元，同比增长11.0%。

平安观点：

2023年1-2月多数税种收入同比负增长。今年前2个月税收和非税收入的
同比分别为-3.4%、15.6%，前者跌幅略有收窄，而后者明显回落。分税
种看：1）企业所得税同比高增，每年1-2月是所得税缴纳的大月，是前
一年企业营收的滞后体现。考虑到当前经济尚处在恢复过程中，企业所

得税短期可能难以维持两位数增长。2）国内增值税延续正增长，除经济
活动恢复外，也和前期缓缴的增值税开始补缴入库有关。3）土地和房地
产相关税收的收入同比再度转负，与房地产相关指标多数明显回暖的趋

势相背离，可能原因是交易环节产生的税收缴纳滞后于交易，我们认为

相关税收收入的同比或将回升。4）个人所得税同比转负，除了和当前就
业市场景气度较低有关外，也与每年1-2月的个税同比波动较大有关，我
们认为对此不宜过度解读。5）国内消费税增速大幅回落，可能原因包括
生产走弱、年初消费税入库节奏放慢等。6）进口环节的税收同比跌幅超
过两成，进口超预期低迷或是主因。

公共财政支出进度创20余年新高。2023年1-2月公共财政支出同比
7.0%，高于2022年的全年增速6.1%，也高于5.6%的全年预算支出增
速，体现了“保持必要支出强度”。2023年1-2月公共财政收入完成全年预
算的21.0%，略低于前两年同期，而公共财政支出完成全年预算的
14.9%，是2003年以来的同期新高，支出前置特征明显。从支出投向
看，2023年1-2月公共财政对基建的支持力度不足，可能原因包括政策性
开发性金融工具已缓解基建项目资本金压力、今年1-2月专项债发行和使
用较快、其它刚性支出的挤占等，预计2023年全年对基建的支持力度也
难有明显改善。

政府性基金收、支同比跌幅均扩大。2023年1-2月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同
比下降24.0%、土地出让金收入同比下降29.0%，跌幅均较2022年全年
的增速扩大。2023年1-2月政府性基金支出同比-11.0%，较2022年全年
的增速-2.5%回落，但明显高于2022年12月的同比-35.5%。2023年1-2
月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和支出，分别完成全年预算的8.9%和10.6%，
收、支缺口达5528亿，创历史新高，专项债资金作为重要补充，在稳基
建、稳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土地一级市场仍显低迷，在提前批

专项债额度顶格下发、2023年上半年争取使用完毕的要求下，预计2023
年上半年政府性基金支出同比或将持续高于收入的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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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数税种收入同比负增长

2023年1-2月，全国公共财政收入累计同比下降1.2%（图表1），略低于2022年的全年增速0.6%。拆分来看，今年前2个月税收
和非税收入的同比分别为-3.4%、15.6%，和2022年的全年增速相比，前者跌幅略有收窄，而后者明显回落，不过非税收入增速
仍处于历史较高水平（图表2）。分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看，今年前2个月中央一般公共预算和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的收入同比
分别为-4.5%、2.0%，2022年两者的全年增速分别为3.8%、-2.1%，两者走势分化可能与国内消费税（中央税，同比下降
18.4%），以及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中央税，同比下降21.6%）低迷有关。

分税种来看，值得关注的有以下几点：

1）企业所得税同比高增。2023年1-2月企业所得税同比增长11.4%，在公布数据的主要税种中增速最高（图表3）。每年1-2月是
企业所得税缴纳的大月，占全年比例在两成左右，是前一年企业盈利的滞后体现。考虑到当前经济尚处在恢复过程中，企业所得

税短期可能难以维持两位数增长。

2）国内增值税延续正增长。财政部公布2023年1-2月收入数据的主要税种中，仅企业所得税、国内增值税（同比6.3%）、耕地
占用税（同比3.3%）三个正增长（出口退税同比增长9.7%，但其作冲减收入来处理）。1-2月国内增值税正增长，除经济活动恢
复外，也和前期缓缴的增值税开始补缴入库有关。

3）土地和房地产相关税收的收入同比再度转负。2023年1-2月耕地占用税、房地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和契税共计
2951亿元，同比从2022年12月的0.9%下降至-11.2%。除耕地占用税外，其余四个税种的增速均回落。这与2023年1-2月房地产
相关指标多数明显回暖的趋势相背离，可能原因是交易环节产生的税收缴纳（土地增值税、契税）滞后于交易，我们认为相关税

收收入的同比或将回升。

4） 个人所得税同比转负。2023年1-2月个人所得税同比-4.0%，虽略高于2022年12月的增速-5.7%，但处于较低水平（2022年全
年同比6.6%）。除了和当前就业市场景气度较低有关外，也与每年1-2月的个税同比波动较大有关，2020-2022年各年1-2月的个
税收入同比分别为14.8%、3.1%、46.8%，因此我们认为不宜过度解读今年1-2月个税收入的同比负增。
5）国内消费税增速大幅回落。2023年1-2月国内消费税收入同比-18.4%，大幅低于2022年12月的增速63.5%。今年前两个月同
比负增，可能的原因一是今年1-2月工业生产低迷，如汽车产量同比下降14.0%（消费税主要是生产环节征收）；二是去年四季度
国内消费税加快入库后，今年年初放缓了入库节奏。

6）进口环节的税收同比跌幅超过两成。2023年1-2月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同比下降21.6%，关税同比下降27.0%，而2022年
12月两者增速分别为48.4%、37.0%。今年前两个月进口环节的税收同比快速走低，主要因进口超预期低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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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 2023年1-2月，和前值相比，公共财政收入增速回落，而
支出增速小幅回升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 2 2023年1-2月，税收收入同比跌幅略有收窄，而非税同比
回落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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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财政支出进度创20余年新高

2023年1-2月公共财政支出同比7.0%，高于2022年的全年增速6.1%，也高于5.6%的全年预算支出增速。在经济恢复过程中，
2023年1-2月公共财政体现了“保持必要支出强度”。分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看，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同比从2022年全年的
3.9%提高至8.7%，同期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从6.4%提高至6.8%（图表4）。
2023年1-2月公共财政支出进度较快，从投向看，对基建投资的支持力度并不强。今年1-2月公共财政收入完成全年预算的21.0%
（图表5），略低于前两年同期，而公共财政支出完成全年预算的14.9%，是2003年以来的同期新高，支出前置特征明显。从投
向看，2023年1-2月用于债务付息和民生领域的支出增速较高（图表6）。农林水事务、交通运输、节能环保、城乡社区事务这四
个和基建相关的支出分项，合计同比虽从2022年12月的-2.7%提高至3.1%，但基建相关支出同比仍明显低于2023年1-2月公共财
政支出整体的增速7.0%。此外，上述四个分项占2023年1-2月公共财政支出的比例为20.2%，处于近一年的次低水平。
我们认为公共财政对基建的支持力度不强，可能原因包括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已缓解基建项目资本金压力、今年1-2月专项债
发行和使用较快、其它刚性支出的挤占等，预计2023年全年对基建的支持力度也难有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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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 2022年12月和2023年1-2月各税种收入增速的对比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 4  2023年1-2月，中央本级和地方的财政支出增速均回升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 5近年前2个月公共财政收、支完成全年预算的进度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宏观研报 宏观点评

三、政府性基金收、支同比跌幅均扩大

2023年1-2月，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下降24.0%、土地出让金收入同比下降29.0%，跌幅均较2022年全年的增速扩大（图表
8）。政府性基金支出方面，2023年1-2月同比 -11.0%，较2022年全年的增速 -2.5%回落，但明显高于2022年12月的同
比-35.5%。
2023年1-2月，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和支出，分别完成全年预算的8.9%和10.6%（图表9）。其中，收入完成进度是近4年同期的
新低，而支出完成进度是近4年同期的新高。2023年1-2月政府性基金收、支缺口达5528亿，创历史新高，专项债资金作为重要
补充，在稳基建、稳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土地一级市场仍显低迷，在提前批专项债额度顶格下发、2023年上半年争取使
用完毕的要求下，预计2023年上半年政府性基金支出同比或将持续高于收入的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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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 2022年12月和2023年1-2月，公共财政支出主要投向增速的对比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 7 2023年1-2月公共财政民生性支出占比大幅回升，而基建类支出占比降至低位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注：民生性支出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教育，基建类支出包括农林水事务、交通运输、节能环保和城乡社区事务 



宏观研报 宏观点评

请通过合法途径获取本公司研究报告，如经由未经许可的渠道获得研究报告，请慎重使用并注意阅读研究报告尾页的声明内容

图表 8 2023年1-2月，政府性基金收、支的同比跌幅均扩大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 9近年1-2月的政府性基金收、支完成全年预算进度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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