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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财政收入表现不佳，支出保持较高强度，收支矛盾仍然突出

——2023 年 1-2 月财政数据点评

王青 冯琳 李晓峰

事件：财政部公布数据显示，2023 年 1-2 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 1.2%，2022 年全年

为增长 0.6%；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 7.0%，2022 年全年为增长 6.1%；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累

计同比下降 24.0%，2022 年全年为下降 20.6%；全国政府性基金支出累计同比下降 11.0%，2022 年全年

为下降 2.5%。

主要观点：1-2 月财政收入端表现不佳，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 1.2%，除受基数偏高扰

动外，也因消费税、进口相关税种收入走弱拖累税收整体增长，反映内需复苏力度仍有待加强；政府性

基金收入在基数较低情况下仍同比下降 24.0%，主要原因仍为土地市场低迷带来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大幅

下滑。与此同时，1-2 月财政支出端保持较强力度，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 7.0%，支出节奏

快于过去 5年平均水平，政府性基金支出在专项债延续发行前置支撑下，同比降幅明显小于收入端。整

体上看，开年财政收支矛盾依然突出。后续随内需继续修复以及基数走低，财政收入增速有望加快，但

持续提速还要依靠内需回升拉动。今年财政预算报告对 2023 年主要收支政策的介绍将“发挥财政稳投

资促消费作用，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放在第一条，我们认为这既体现了财政支出端的发力重点，同时也

是推动财政收入端更快实现恢复性增长、保障财政更可持续的关键所在。

一、1-2 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表现不佳，除受基数偏高扰动外，也因消费税、进口相关税种收入走

弱拖累税收整体增长，反映内需复苏力度仍有待加强。

1-2 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同比下降 1.2%，增速较去年四季度明显回落（根据我们测算，2022 年

四季度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31.2%）。这一方面受基数偏高扰动，另一方面，消费税、进口相关等

部分税种收入表现不佳拖累税收整体增长。其中，1-2 月消费税收入同比下降 18.4%，大幅弱于去年四

季度的增长 115.2%，主要原因或为受汽车购置税优惠政策在去年年底到期影响，前两个月汽车销量同比

负增，这也反映于，尽管优惠政策已到期，但 1-2 月汽车购置税收入仍同比下降 32.8%；1-2 月进口相

关税种收入同比降幅均超 20%，明显不及去年四季度的增长 20%以上，与年初进口额同比降幅扩大相印

证。

此外，1-2 月契税、土地增值税等房地产相关税种收入表现仍然低迷，同比降幅将去年四季度均有

所走阔。其中，土地增值税收入同比下降 22.4%（去年四季度为下降 3.6%），表明年初房地产销售端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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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改善的可持续性仍存疑，尚未对土地市场形成拉动。不过，1-2 月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两大主力税种

表现相对稳健，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3%和 11.4%。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2 月非税收入累计同比增长 15.6%，增速明显低于去年四季度的 27.9%，对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的拉动作用边际减弱。我们认为，去年大规模盘活国有资产背景下，全年非税收入

同比高增 24.4%，今年继续盘活国有资产的空间收窄，非税收入增速在高基数下将明显放缓。

整体上看，1-2 月主要税种收入表现反映出，企业生产经营正在稳步修复而内需复苏力度仍有待加

强。预计随内需进一步改善，尤其是汽车销售回暖，加之基数走低，后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将有所

加快，但持续提速还要依靠内需回升拉动。

二、1-2 月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持较高强度，支出端延续前置发力。

1-2 月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持较高强度，在去年同期基数偏高背景下，累计同比增长 7.0%，增速较

上年四季度加快 2.2 个百分点，较上年全年加快 0.9 个百分点。从支出进度来看，1-2 月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完成年初预算的 14.9%，这一进度要快于过去五年平均水平（13.9%），财政支出端发力前置特征明

显。

从分项表现来看，1-2 月支出增速最快的是债务付息，累计同比增长 27.3%。我们认为，在严控地

方政府隐性债务、“开正门、堵偏门”背景下，地方政府法定债务付息压力加大，预计债务付息支出将

维持高增。1-2 月支出增速较快的还包括卫生健康（23.2%）、农林水事务（11.4%）和社保就业（9.8%），

支出增速较慢的则包括节能环保（-5.0%）、交通运输（-0.2%）和城乡社区事务（0.7%）。

整体上看，1-2 月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延续了向民生领域倾斜的结构性特征，尤其是卫生健康和社保

就业支出增速较快，前者主要受年初疫情高发影响，后者则与当前稳就业压力较大有关。不过，1-2 月

基建类支出力度也有所增强，农林水事务、交通运输和城乡社区事务三项支出合计同比增长 4.0%，强于

去年四季度的同比下降 2.1%。我们判断，随着疫情影响全面减退，预计后续民生类支出强度将有所减弱，

这也意味着，会有更大比例预算内支出转向基建领域。

三、土地市场低迷继续拖累 1-2 月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大幅下降，专项债发行前置支撑下政府性基

金支出降幅小于收入端。

在基数较低的情况下，1-2 月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累计同比下降 24.0%，降幅较去年全年扩大 3.4

个百分点，主要原因仍为土地市场低迷造成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下滑。1-2 月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同

比下降 29.0%，降幅较上年全年扩大 5.7 个百分点。1-2 月房地产销售端出现回暖迹象，但可持续性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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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观察，土地市场的实质性回暖可能要到下半年。可以看到，在去年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滑背景下，今

年财政预算报告设定的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增速目标仅为 0.4%，即反映出对今年土地市场行情的谨

慎预期。

从支出端来看，1-2 月土地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同比下降 15.7%，拖累政府性基金支出累计同比下

降 11.0%。不过，由于今年专项债发行节奏继续前置，1-2 月新增专项债发行量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对政府性基金支出产生一定支撑作用，因而支出端降幅要小于收入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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