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ccxi.com.cn 

地方政府债与城投行业监测周报 2022年第 9期  

隐性债务监管高压态势不变强调防范“处置风险的风险” 

 

 

 
 

专题研究 
2022年年报 

 
 
 

 
 

 

 

 
 

作者： 
中诚信国际 研究院 
袁海霞  010-66428877-261 

 hxyuan@ccxi.com.cn  
汪苑晖  010-66428877-281 

  yhwang@ccxi.com.cn 
闫彦明   010-66428877-266 

 ymyan01@ccxi.com.cn 
 
 

 
 
 

“腰部”省份竞争激烈，需求持续分化 —
—2022年区域经济分析，2023-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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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2-03 
 
寒意虽存，春山可望——2022 年宏观经济

及大类资产配置分析与 2023 年展望，2023-
01-19 
 
【地方债与城投行业 2022 年回顾及 2023 年

展望之政策篇】稳增长下地方债扩容创新，

城投行业监管仍有保有压，2023-01-19 
 
【地方政府专项债 2022 年回顾与 2023 年展

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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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1-11 
 
 

 
 

承压待缓，分化延续 
——2022 年各省财政数据全梳理及 2023 年展望 

 

报告要点  

 展望：各地收支矛盾或边际缓和但仍面临诸多约束，区域分化格局将持续 

 整体看，今年实现预算目标具有较多积极支撑因素，但同时还需关

注财政实际运行中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 
 从各区域来看，地方财政收支矛盾有望边际缓和仍面临诸多约束，

区域收入分化格局仍将延续 

 留抵退税影响下仅 9省一般公共预算实现增收，区域分化仍在延续 

 东部省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整体较高，疫情扰动下与其他地区领先

优势缩小，区域分化态势有所缓解但仍在延续 
 自然口径下，全国仅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江西、安徽、四

川、青海、宁夏9省实现正增长，吉林、西藏受疫情冲击出现一般公

共预算出现较大下滑、降幅超 15%；剔除留抵退税影响后，吉林、

天津、西藏、海南、重庆、辽宁6省同比增速仍为负，其中西藏连续

两年增速为负 

 除天津外其余 30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中西部增速较高 

 西部、东北地区支出规模较低，东部与中部地区差距缩小 
 积极财政基调下各地支出整体持续发力，除天津外其余省份支出均

实现正增长，低基数效应下正增长省份数量较上年大幅增加 18 个；

收入恢复带动下中西部地区支出较快增长，东部地区受高基数叠加

收入增长放缓影响支出增速整体较低 

 疫情扰动下财政盈余省份清零，27省财政平衡率同比回落 

 全国无财政盈余省份，仅 9 省财政平衡率超过 50%，多集中于东部

地区，财政平衡率前十省份有八个位于东部地区，西部、东北地区

财政平衡能力相对更弱 
 各省财政平衡率未能延续上年回升态势，除陕西、内蒙古、新疆、

山西外 27 省平衡率同比回落，数量较前三季度增加 2 个，其中东部

及东北地区回落幅度较大 

 超九成省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下滑，西部省份支出增速较高 

 西部及东北地区收入规模整体较低，各省份之间差距较大；除海南、

上海外的 29 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均下降，东北地区降幅最大 
 超六成省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下降，东北地区降幅较大，东部及

西部地区增幅较高，海南、陕西等省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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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在疫情反复、大规模留抵退税实施及土地市场持续低迷的背景下，多地财政收

入出现下滑；同时积极财政发力支撑稳增长，各地支出尤其是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力度仍保

持较强水平；低收高支影响下，地方财政平衡能力有所下降，收支矛盾加剧。2023 年，伴随

经济持续修复及土地市场逐步企稳，地方财政收入有望回升，但在经济复苏基础不牢、土地

市场回暖仍需时日的背景下，部分省份财政收入仍承压；同时为落实积极财政“加力”的要

求，各地支出仍将保持一定强度，地方财政收支形势仍较严峻，且各地经济财政修复进度不

一，区域分化格局将有所延续。 

一、 留抵退税影响下仅 9 省一般公共预算实现增收，区域分化仍在延续 

2022 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03703 亿元，疫情反复及大规模留抵退税影响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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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省情况看，自然

口径下全国仅 9 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速实现正增长；剔除留抵退税影响后仍有 6 省增

速为负，增速为负省份数量与前三季度持平、较上年增加 5 个，实现正增长的省份中，中西

部地区资源大省改善幅度较大，各地收入分化格局略有缓解但仍在持续。 

东部省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整体较高，疫情扰动下与其他地区领先优势缩小，区域分化

态势有所缓解但仍在延续。2022 年东部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较高，收入平均规模达到

6111 亿元，其中，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北京位列全国前六且均超 5700 亿元，其

中广东以 13280 亿元高居首位、为全国唯一超万亿省份，江苏以 9259 亿元居第二位，上海排

名较上半年上升、重回第四；中部地区省份处于 2900-4300 亿元的区间，收入平均规模为

3439 亿元，处于全国中上游，其中河南收入规模最大、为 4262 亿元，位居全国第八；西部及

东北地区收入规模整体较低，收入均值分别为 1868 亿元、1555 亿元，具体看，除四川（4882

亿元）外，其余省份均未超过 3400 亿元，其中宁夏、青海、西藏不及 500 亿元，位居全国倒

数，地区内部差距较大。从各地区差异看，东部地区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受局地疫情

冲击较大，收入规模降幅远超其他三大地区，与其他三大地区的领先优势较上年均缩小；东

北地区受局地疫情冲击也较大，与中部、西部地区的差距扩大；而湖北等受 2020 年疫情冲击

较重的中部省份经济持续修复，与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小幅扩大。若从反映分化程度的离散

系数 1来看，2022 年四大区域之间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离散系数为 55.59%，较上年及前三季

                         
1 为衡量样本所有观测指标的分化程度，通常采用离散系数，表示单位均值上的离散程度，算法为标准差/均值。离散系数越

高，一定程度上表明分化程度越高，反之则表明分化程度较小。 

http://www.ccxi.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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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均小幅回落约 1 个百分点，区域收入分化态势有所缓解但仍在持续。 

自然口径下仅 9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剔除留抵退税影响后仍有 6省增速为负，

疫情冲击下东北地区增速均值为负，中西部地区资源大省增速领先。自然口径下，2022 年，

全国仅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江西、安徽、四川、青海、宁夏 9 省实现正增长，均位

于中、西部地区，吉林、西藏受疫情冲击出现一般公共预算出现较大下滑、降幅超 15%。剔

除留抵退税影响后，吉林、天津、西藏、海南、重庆、辽宁 6 省同比增速仍为负，增速为负

省份数量与前三季度持平、较上年增加 5 个，其中西藏连续两年增速为负。具体来看 2，东部

地区受局地疫情反复影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均值较上年大幅回落超 8个百分点至 2.28%，

但较前三季度回升 0.42 个百分点。其中，河北、福建、浙江、山东经济保持韧性，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同比增长超 5%，居东部地区前列；天津（-5.80%）受疫情冲击叠加工业产值下降拖

累，企业所得税降幅较大，同时土地市场较为低迷，土地相关税收大幅下滑，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降幅居全国第二，但较前三季度有所收窄；海南（-6.70%）受疫情影响，支柱产业旅游

业受挫，收入也出现下降。中部地区受部分省份高增长带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速均

值达 12.03%，居四大地区首位，但较上年及前三季度分别回落 2.54 个、0.90 个百分点。其中，

山西受煤炭等大宗商品价格高位运行及去年同期低基数作用，企业所得税、资源税等大幅增

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29.30%，高居全国首位；其余中部省份增速均超 6%，均位

列全国前十五。西部地区收入同比增速均值达 11.11%、保持两位数增长，但受下半年局地疫

情爆发冲击，增速较前三季度继续回落超 3 个百分点，回落幅度最大。除西藏（-2.90%）、

重庆（-2.50%）外，地区内省份均实现正增长，内蒙古、陕西、新疆、青海、宁夏等资源大

省受基数较低叠加能源价格上涨等带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大幅增长，同比增速均超 13%，

位列全国前六位，其中内蒙古以 27.00%居全国第二，增速较去年回升 12.44 个百分点、回升

幅度也居全国第二，但受疫情等影响较前三季度回落约 10 个百分点。东北地区增长仍然乏力，

收入同比均值为-2.53%，同比回落近 5个百分点，但较前三季度回升 3个百分点，吉林受局地

疫情冲击较大，收入同比下降 16.50%，全国排名垫底，但在一揽子稳增长政策落地下，降幅

较前三季度收窄扩约 6 个百分点；而黑龙江工业生产企稳向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速

达 9.30%，居全国第 9 位，地区内收入增速差异呈分化态势。 

  

                         
2 考虑到剔除留抵退税影响的同口径增幅更贴近财政运行实际情况，后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均采用剔除留抵退税口径。 

http://www.ccxi.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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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除天津外其余 30 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中西部增速较高 

2022 年，积极财政持续发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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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较前三季度回落 0.1 个百分点；分类型看，财政支出有力保

障民生等重点领域支出，卫生健康、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同比均增长，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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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区域来看，各地支出持续

发力但力度不一，受收入增速放缓掣肘叠加高基数影响下，东部地区支出增长较为缓慢，其

图 1： 2022年各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 图 2： 2022年各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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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中诚信国际区域风险数据库 
 
 
 
 
 

图 3：2021年、2022年各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及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中诚信国际区域风险数据库 
 
 

 
 
 
 
 
 

-30
-20
-10
0
10
20
30
40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广
东

江
苏

浙
江

上
海

山
东

北
京

四
川

河
南

河
北

安
徽

山
西

福
建

陕
西

湖
北

湖
南

江
西

内
蒙
古

辽
宁

重
庆

云
南

新
疆

贵
州

天
津

广
西

黑
龙
江

甘
肃

吉
林

海
南

宁
夏

青
海

西
藏

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速（同口径）

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速（自然口径） 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速

（亿元） （%）

（亿元） （%） 

http://www.ccxi.com.cn/


 

 

 

4 

2022年各省财政数据全梳理及 2023年展望 

承压待缓，分化延续 

www.ccxi.com.cn 

他地区增速保持较高水平；除天津外，其他省份均增长，增速为正省份数量较上年增加 18 个。 

西部、东北地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较低，东部与中部地区差距缩小。整体看， 2022

年，东部地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平均规模居首、达 9400 亿元，其中，广东、江苏、山东、浙

江稳居前四，支出规模均超 12000 亿元；中部地区支出平均规模为 8303 亿元，河南支出规模

最大，达 10645 亿元、居全国第六位；西部地区支出规模均值为 5337 亿元，各省支出规模受

收入掣肘，处于较低水平，其中宁夏、青海支出规模较低，均不足 2000 亿元，位列全国倒数；

东北地区支出规模均值为 5250 亿元，在四大地区垫底。从各地区差异看，东部地区与中部地

区的支出差距较上年缩小，但与西部、东北地区差距有所扩大，中部地区与西部、东北地区

差距也有所扩大；若从反映分化程度的离散系数来看，2022 年四大区域间的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离散系数为 25.75%，较上年回落 0.67个百分点、但较前三季度抬升 0.61个百分点，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的区域分化格局同样有所缓解但仍持续。 

收入恢复带动下中西部地区支出较快增长，东部地区受高基数叠加收入增长放缓影响支

出增速整体较低、天津为唯一负增长省份。2022 年，积极财政基调下各地支出整体持续发力，

除天津外其余省份支出均实现正增长，低基数效应下正增长省份数量较上年大幅增加 18 个。

东部地区受局地疫情冲击，部分项目建设支出放缓，叠加上年高基数效应，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同比增速均值在四大地区中排名垫底、为 4.00%，但较上年抬升 1.18 个百分点，其中天津

受收入下滑掣肘，支出下降 12.66%，支出同比增速仍为负，但降幅较前三季度收窄 2 百分点；

广东、江苏受疫情影响，部分项目实际支出不及预期，支出增速较低，分别为 1.58%、2.17%。

中部地区受部分省份高增带动，支出同比增速均值达 9.89%，居四大地区首位，且较上年回

升 10.54 个百分点，其中山西受收入大幅增长带动，支出也保持较强力度，增速达 16.33%，

位列全国第二，其余省份支出增速也均超 7%，整体发力明显。西部地区受益于收入高增叠加

基数较低，支出增速均值达 7.97%，居四大地区第二，较上年回升 10.68 个百分点，其中，低

基数作用下西藏支出大幅增长 28.00%，居全国首位；内蒙古、陕西受收入高增带动，支出增

长均超 11%，分居全国第三、四位；云南（0.98%）、重庆（1.20%）、广西（1.44%）收入

增长乏力的同时，支出增速也较低、位列全国倒数。东北地区支出发力明显，同比增速均值

为 7.52%，较上年大幅回升 13.73 个百分点、回升幅度居首，其中吉林受局地疫情冲击较大，

防疫相关的卫生健康支出大幅增加，同时为应对疫情对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吉林出台了一

系列稳增长措施，加大财政发力力度，支出增速达 9.39%、位居全国第九；黑龙江、辽宁重

点领域支出保障有力，支出同增速均超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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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疫情扰动下财政盈余省份清零，27 省财政平衡率 3同比回落 

2022 年，受疫情冲击及大规模留抵退税实施，各地收入出现不同程度下滑，同时积极财

政作为稳经济大盘的重要着力点，支出持续发力，受此影响，地方财政收支承压、财政盈余

省份清零，27 个省份财政收支平衡率同比回落，回落省份数量较前三季度增加 2 个，东北及

东部地区省份回落幅度较大，仅陕西、内蒙古、新疆、山西 4 个资源大省同比回升。 

                         
3 财政平衡率=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图 4：2022年各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 图 5：2022年各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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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中诚信国际区域风险数据库 
 
 
 
 
 

图 6：2021年、2022年各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及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中诚信国际区域风险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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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无财政盈余省份，西部、东北地区财政平衡能力相对更弱。2022 年，全国无财政盈

余省份，仅 9 省财政平衡率超过 50%，集中于东部地区，财政平衡率前十省份有八个位于东

部地区。东部地区财政平衡率均值为 62.93%，其中上海、北京、广东、天津、浙江、江苏的

财政平衡率排名前六，均超 60%，上海（81.00%）、北京（79.85%）、广东（71.74%）保持

在全国前三位，天津（67.11%）反超浙江、江苏，较上年上升两名至全国第四。中部地区财

政平衡率均值为 42.44%，除山西（58.81%）外，其他省份财政平衡率均低于 45%，财政平衡

能力偏弱；此外，中部地区收支缺口也较大、收支缺口均值居四大地区首位，除山西、江西

外，其余省份财政收支缺口均居于全国前十，收支矛盾较大。西部及东北地区财政平衡率整

体较低，财政平衡率均值分别为 31.48%、28.36%，部分省份如西藏、青海、吉林、甘肃、黑

龙江财政平衡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均不超过 25%，其中西藏仅 6.92%，全国排名垫底，财

政自给能力很弱，对上级补助及转移支付较为依赖；四川财政收支缺口达 7032 亿元，居全国

首位。 

近九成省份财政平衡率同比回落，东北、东部地区回落幅度较大，仅中西部地区资源大

省回升。2022 年，各省财政平衡率未能延续上年回升态势，除陕西、内蒙古、新疆、山西外

27 省平衡率同比回落，数量较前三季度增加 2 个，其中东部及东北地区回落幅度较大；与前

三季度相比，过半数省份财政平衡率继续回落，收支矛盾有所加剧。具体来看，东部地区财

政平衡率均值同比回落 5.90 个百分点、且较前三季度回落 4.32 个百分点，地区内所有省份平

衡率均回落，其中上海受局地疫情爆发影响，财政收入下降而支出有增无减，财政平衡率较

上年回落 11.19个百分点，回落幅度居全国首位，且由一季度的盈余转为赤字。中部地区财政

平衡率均值同比小幅回落 1.84 个百分点，较前三季度回落 2.96 个百分点，仅山西受收入大幅

增加带动，平衡率同比回升 2.66 个百分点，其余省份均较上年回落。西部地区基数较低，财

政平衡率均值同比小幅回落 1.52 个百分点、降幅为四大地区最小，且与前三季度相比回升

0.51 个百分点、是四大地区中唯一回升的地区，陕西、内蒙古、新疆 3 个资源大省收入大幅

快于支出，财政平衡率同比回升，回升幅度均超 3 个百分点、位列全国前三。东北地区财政

平衡率均值较上年及前三季度分别下降 6.06 个、0.90 个百分点，其中吉林在疫情冲击下收入

大幅下降，财政平衡率同比下降 9.90 个百分点，降幅居全国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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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超九成省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下滑，西部省份支出增速较高 

2022 年，严监管下土地市场低迷，地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同比下降 23.30%至

66854 亿元，拖累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同比大幅下滑 20.60%至 77879 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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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地区情况看，除海南、

上海外，其余省份收入均出现下降但下滑程度不一，东北地区降幅较大、中西部地区降幅较

图 7：2022年各省一般公共预算平衡率 图 8：2022年各省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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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中诚信国际区域风险数据库 
 
 
 
 
 

图 9：2021年、2022年各省一般公共预算平衡率及收支缺口 

 
数据来源：中诚信国际区域风险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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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各地支出发力程度分化明显，支出正增长的省份数量不足四成，多集中在西部地区。 

房地产行业深度调整下土地市场持续低迷，逾 20 省土地出让收入同比下滑，除海南、上

海外的 29 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下降。规模方面，西部及东北地区收入规模整体较低，各省

份之间差距较大。受益于相对较为活跃的土地出让市场，东部地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规模

较高，平均规模为 4463亿元，其中江苏（11479亿元）、浙江（10069亿元）均超万亿，继续

保持全国前二，山东反超广东，以 6080 亿元居全国第三。中部地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平均

规模次之、为 2375亿元，其中湖南、安徽、湖北超过 2800亿元，在全国分别排第七至九位。

西部及东北地区政府性基金收入规模整体较低，收入平均规模分别为 1142 亿元、348 亿元，

与东中部地区差异较大，区域内部差距也较为明显，四川（4656 亿元）土地市场景气度较高，

高居全国第五；贵州、陕西、重庆、广西收入均超千亿元；而青海、西藏受限于人口、环境

等资源，收入不足百亿，居于末位。增速方面，逾 20 省土地出让收入同比下滑，有数据完整

且可比的 25 省中，除四川、上海、浙江、江苏外，其余省份均存在土地财政缺口 4；受此影

响，超九成省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下降，东北地区降幅最大。具体来看，东部地区收入增

速均值高于其他三大区域、为-19.52 %，其中海南受低基数作用叠加自贸区港政策红利释放等，

同比增速达 18.98%、居全国首位；上海土地市场景气度较高，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同比增速

也为正、为 7.23%；天津土地出让下降较大、带动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大幅下降 62.39%、降

幅居全国首位。中部、西部地区土地出让收入下滑明显，土地财政受到较大拖累，政府性基

金预算大幅下滑，收入增速均值分别为-25.04%、-25.09%，其中四川、宁夏、安徽、新疆、

贵州收入降幅在 15%以内。东北地区受疫情冲击较大，土地市场深度下跌，政府性基金预算

收入增速均值-58.49%、在四大地区中垫底，吉林、黑龙江、辽宁 3 省降幅均超 55%，降幅分

别居于全国第二至第四，其中吉林在疫情冲击下，土地市场受挫明显、土地出让收入下滑超

60%，受此影响，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大幅下降 61%。 

超六成省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下降，东北地区降幅较大。规模方面，东部地区支出规

模最高，区域分化明显。东部地区支出平均规模达 5720 亿元，江苏、浙江、山东、广东支出

均超 8500 亿元，位列全国前四。中部地区次之，支出平均规模为 3744 亿元，除山西外，中

部地区各省份支出规模均达 3400 亿元以上。西部地区支出规模均值为 1876 亿元，其中四川

支出规模达 6597 亿，居全国第五，远高于西部地区其他省份；受收入掣肘，青海、宁夏、西

藏三省支出不足 250 亿元，位居末位。东北地区平均支出规模垫底，仅为 969 亿元。增速方

                         
4 此处“土地缺口”指土地出让收入预算执行数据与年初预算数据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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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超六成省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下滑，东北地区下降明显。具体来看，中部、东部、西

部地区支出增速均值分别为-1.08%、-1.53%、-1.60%，受收入高增带动，海南支出增速达

63.48%、居全国首位；甘肃、新疆、宁夏、四川支出增速也均超 15%；与收入降幅一致，天

津支出降幅也居全国首位。东北地区平均增速排名垫底、为-21.39%，东北三省支出下滑均超

14%，其中黑龙江支出下降 26.88%、降幅居全国第二。 

 

图 10：2022年各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规模及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中诚信国际区域风险数据库 
 
 

 
 
 
 
 
 

图 11：2022年各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规模、同比增速及专项债发行规模 

 
数据来源：中诚信国际区域风险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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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展望：各地收支矛盾或边际缓和但仍面临诸多约束，区域分化格局将

持续   

2023 年《政府工作报告》将今年 GDP 增速预期目标设定为 5%左右，并强调积极的财政

政策要加力提效，根据预算草案安排，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支预计分别增长 6.7%、5.6%，

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预计分别增长 0.4%、6.7%，《2022 年财政政策执行报告》也提出

2023 年要“加强财政资源统筹，保持必要支出强度”、“大力优化支出结构，不断提高支出

效率”，相关安排充分体现了积极财政加力提效的要求。整体看，今年实现预算目标具有较

多积极支撑因素，但同时还需关注财政实际运行中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方面，国内经济持续修复叠加留抵退税后基数偏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现恢复性增长较为

确定，但同时经济修复基础尚不牢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修复程度仍有不确定性，从今年最

新情况来看，1-2 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 1.2%，而支出大幅增长 7.0%、规模创历

史同期新高，实现全年 6.7%的收入增速目标仍需各地加强财政资金统筹力度，多渠道盘活存

量资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方面，伴随房地产市场支持政策落地见效，政府性基金预算收

入降幅有望较上年收窄，但房地产市场实质企稳仍需时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或较难大幅

改善，且房地产市场调整的背景下土地财政稳定性面临较大挑战，多数经济大省今年政府性

基金预算收入增速安排为负，今年 1-2 月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同比仍下降 24.0%，与全年

增长 0.4%的目标仍有较大差距，能否实现全年预算目标仍有待观察。 

从各区域来看，地方财政收支矛盾有望边际缓和，但仍面临诸多约束，区域收入分化格

局仍将延续。一般公共预算方面，伴随经济修复叠加 2022 年基数较低，各省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均有望实现正增长，特别是去年受疫情冲击较大的省份，如吉林、海南等，在低基数下有

望实现较高增长，而随着煤炭等资源价格重心下移，内蒙古、山西等资源大省收入增长将面

临一定压力，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或有所放缓，区域收入分化格局仍将延续。积极财政

“加力”要求下，各地必要财政支出仍将保持较强力度，同时为落实“提效”要求，各地将

不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如伴随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用于疫情防控的财政资金或较去年

高位回落，财政支出将更加聚焦重大项目和民生短板，为保障财政更可持续，地方财政支出

增速或较去年小幅回落，绝大多数省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速整体将略低于收入增速，财政

平衡率有望实现回升，特别是去年受疫情冲击较大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省份，财政平衡率

或实现较大幅度回升，收支矛盾整体有望边际缓和。但需注意，国内经济修复基础仍不牢固、

海外经济下行压力也有所增加，地方财政收支形势仍较为严峻，尤其需仍需关注基层财政实

http://www.ccxi.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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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运行情况。政府性基金预算方面， 2022 年，土地市场持续低迷的背景下，除海南、上海外

的 29 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占广义财政收入比重均回落，但土地财政依赖度整体仍维持高位。

2023 年，伴随房地产支持政策落地见效，土地市场将有所升温，但“房住不炒”基调仍在延

续，土地市场或呈现“弱修复”特点，多数地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或呈现一定改善。但细

分来看，对土地依赖度不同的省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恢复程度或将继续分化，财政收入对

土地依赖度较高的中部及东部地区省份，高基数下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或难大幅改善；西部、

东北省份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规模基数也较低，叠加去年收入降幅较

大，“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及“加快推进老旧小区和危旧房改造”的要求下，土地

市场活跃度将有所增加，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有望实现较高增长。 

  

http://www.ccxi.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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