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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财政收入方面，1-2 月，全国公共财政收入 45642 亿元，同比下降

1.2%，主要是 2021 年末缓税收入在 2022 年初入库，抬高了去年同期基数。1-

2 月，中央财政收入 21750 亿元，同比下降 4.5%；地方本级财政收入 23892 亿

元，同比增长 2%；中央财政收入增速下降，或与作为中央税之一的消费税增

长乏力有关。1-2 月，全国税收收入 39412 亿元，同比下降 3.4%；非税收入

6230 亿元，同比增长 15.6%； 2023 年 1-2 月税收收入增速下降，部分反映了

2022 年末至 2023 年初全国出现第一轮感染高峰、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实际情

况。1-2 月关键税种表现不一，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受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缓缴

税费期限到期影响同比增长 6.3%和 11.4%，消费税与个人所得税受去年同期

基数较大影响而有所下降。 

公共财政支出方面，1-2 月，全国公共财政支出 40898 亿元，同比增长 7%，

财政支出进度为 14.9%，高于往年同期水平，财政支出前置发力。1-2 月，中

央本级财政支出 4236 亿元，同比增长 8.7%；地方财政支出 36662 亿元，同比

增长 6.8%。从财政支出细项来看，1-2 月，多项财政支出有所增长。民生类支

出均较去年同期有所增长，卫生健康支出增速高位回落至 23.2%，或与疫情防

控政策优化有关。基建类支出小幅增长，基建投资还需地方政府专项债和政策

性开发性金融工具补充。 

政府性基金收入与支出方面，1-2 月，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 6965 亿元，同

比下降 24%，创近 7 年来历史同期最低。同期，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2493

亿元，同比下降 11%。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方面，1-2 月，地方政府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5627 亿元，同比下降 29%，为七年以来历史同期最低水平。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的持续下降与房地产市场修复不及预期，土拍市场遇

冷有关。预计后期随着经济逐步改善，市场预期转好，房地产市场有望逐步企

稳，从而带动土拍市场回暖。 

当月释放的政策信号主要有两点，一是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扩大财政支

出规模，大力优化支出结构。根据预算草案，2023 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75130 亿元（含中央预备费 500 亿元），增长 5.6%；赤字 38800 亿元，比 2022

年增加 5100 亿元。二是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遏制隐性债务增量。结

合当前财政支出情况，预计今年财政支出将持续前置发力，在保障民生类支出

的同时，扩大基建类支出规模，为经济企稳回升提供支持。基于当前经济修复

情况，预计未来财政收入将恢复增长，税收收入中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将受缓

缴税费期限接连到期影响而持续增长，消费税与个人所得税或仍受居民收入增

长放缓、消费需求修复不足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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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债结存限额将如何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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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共财政收入 

（一）当月公共财政收入 

2023 年 1-2 月（下称“1-2 月”），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即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5642 亿元，同比下降 1.2%

（见图 1）。据财政部介绍，公共财政收入同比下降，主要是 2021 年末缓税收入在 2022 年初入库，抬高了去年同

期基数；扣除高基数等特殊因素影响后，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增长 2%左右。 

 
图 1：公共财政收入（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从中央财政收入与地方本级财政收入来看，1-2 月，中央财政收入 21750 亿元，同比下降 4.5%，占同期全国公

共财政收入的 47.7%；地方本级财政收入 23892 亿元，同比增长 2%，占同期全国公共财政收入的 52.3%（见图 2）。

根据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的划分，1-2 月中央财政收入增速下降，或与作为中央税之一的消费税增长乏力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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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中央财政收入与地方本级财政收入（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从税收收入与非税收收入来看，1-2 月，全国税收收入 39412 亿元，同比下降 3.4%，占同期全国公共财政收入

的 86.4%；非税收入 6230 亿元，同比增长 15.6%，占同期全国公共财政收入的 13.6%（见图 3）。由于部分税种当

期入库税款实际为上期应缴税款，税收数据在反映经济发展情况方面存在滞后。2023 年 1-2 月税收收入增速下降，

部分反映了 2022 年末至 2023 年初全国出现第一轮感染高峰、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实际情况。 

 

图 3：税收收入与非税收入（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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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键税种表现 

1-2 月，关键税种表现不一。具体来看，1-2 月国内增值税 15787 亿元，同比增长 6.3%；国内消费税 3568 亿

元，同比下降 18.4%；企业所得税 10167 亿元，同比增长 11.4%；个人所得税 3881 亿元，同比下降 4%；进口货物

增值税、消费税 2933 亿元，同比下降 21.6%；出口退税 3501 亿元，同比增长 9.7%，拖累财政收入增长（见图 4）。 

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的增长主要受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缓缴税费期限陆续到期影响。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

部关于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继续延缓缴纳部分税费有关事项的公告》，所属期是 2022 年 2 月、3 月（包括按季缴纳的

2022 年第一季度税费）、4 月、5 月、6 月（包括 2022 年第二季度税费）的缓缴税费在延长 6 个月的基础上继续延

长 4 个月（合计延长 10 个月），分别在 2023 年 1 月至 2023 年 5 月入库。消费税与个人所得税的下降主要受去年

同期基数较大影响。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的下降与内需不振、外贸进口额下滑有关，1-2 月进口 2.68 万亿元，

同比下降 2.9%。出口退税的增长直接与外贸出口额增长有关，1-2 月出口 3.5 万亿元，同比增长 0.9%。 

 

图 4：关键税种较上年同期变化（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二、公共财政支出 

（一）当月公共财政支出 

2023 年 1-2 月，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即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0898 亿元，同比增长 7%（见图 5）。根据

2023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 275130 亿元。1-2 月财政支出进度为 14.9%，高于往年

同期水平，财政支出前置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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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公共财政支出（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从中央本级财政支出与地方财政支出来看，1-2 月，中央本级财政支出 4236 亿元，同比增长 8.7%，占同期全

国公共财政支出的 10.4%；地方财政支出 36662 亿元，同比增长 6.8%，占同期全国公共财政支出的 89.6%（见图

6）。根据 2023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中央本级财政支出 37890 亿元，地方财政支出 236740 亿元；1-2 月中央本

级财政支出进度为 11.2%，地方财政支出进度为 15.5%。 

 

图 6：中央本级财政支出与地方财政支出（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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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财政支出细项来看，1-2 月，多项财政支出有所增长。具体来看，卫生健康支出与债务付息支出增长迅速，

同比增速超 20%；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与农林水支出增速在 10%左右；教育支出、科学技术支出与城乡社区支出增

长相对平稳，同比增速在 2%以下。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节能环保支出与交通运输支出则有所下降。 

 

图 7：财政支出细项较上年同期变化（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二）民生类支出与基建类支出 

民生类支出涵盖教育支出、卫生健康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等三项财政支出。1-2 月，民生类支出均较去

年同期有所增长。卫生健康支出增速 3942 亿元，同比增长 23.2%；其增速高位回落，或与疫情防控政策优化、对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有关。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 7805 亿元，同比增长 9.8%，其增速相对平稳；教育

支出 6358 亿元，同比增长 1.4%，增速较上月有所回升（见图 8）。整体来看，民生类支出得到有力保障。 

 
图 8：民生类支出增速（单位：%） 

数据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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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建类支出涵盖农林水事务、交通运输、城乡社区事务、节能环保等四项财政支出。1-2 月，农林水事务支出

2653 亿元，增速回正至 11.4%；交通运输支出 1798 亿元，节能环保支出 753 亿元，但以上两项支出增速仍为负值，

分别为-0.2%和-5.0%；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3067 亿元，但增速偏低，仅 0.7%。整体来看，基建类支出小幅增长，基

建投资还需地方政府专项债和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补充。 

 
图 9：基建类支出增速（单位：%） 

数据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三、政府性基金收入与支出 

（一）政府性基金收入与支出 

2023 年 1-2 月，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 6965 亿元，同比下降 24%，创近 7 年来历史同期最低。其中，中央政府

性基金预算收入 642 亿元，同比增长 6.2%；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 6323 亿元，同比下降 26.1%。地方政府

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的大幅下降主要受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萎缩影响。 

同期，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2493 亿元，同比下降 11%。其中，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支出 171 亿元，

同比增长 19.5%；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2322 亿元，同比下降 11.3%。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下降与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相关支出下滑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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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与全国政府性基金支出（单位：%） 

数据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二）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 

2023 年 1-2 月，地方政府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5627 亿元，同比下降 29%，为七年以来历史同期最低水

平。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累计同比增速自 2022 年 2 月起持续为负值。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的持续下降与

房地产市场修复不及预期，土拍市场遇冷有关。根据中指研究院数据，2022 年房企投资态度消极，50 家百强代表

企业全年拿地金额总量同比减少 53.8%，拿地面积总量同比减少 74.8%。2023 年 1-2 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

5.7%，降幅比 2022 年全年收窄 4.3 个百分点。房地产市场还是处在调整阶段，市场信心不足导致需求不振，地产

开发商对新增土地需求减少。预计后期随着经济逐步改善，市场预期转好，房地产市场有望逐步企稳，从而带动土

拍市场回暖。 

同期，地方政府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相关支出 7848 亿元，同比下降 15.7%，主要受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收入下降拖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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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地方政府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与相关支出（单位：%） 

数据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四、政策跟踪 

（一）中央政策 

1.习近平总书记文章《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重大问题》强调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2 月 16 日出版的第 4 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022 年 12 月 15

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重要讲话的一部分《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重大问题》。文章指出，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

风险，要压实省级政府防范化解隐性债务主体责任，加大存量隐性债务处置力度，优化债务期限结构，降低利息负

担，稳步推进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和法定债务合并监管，坚决遏制增量、化解存量；要禁止各种变相举债行为，防范

地方国有企事业单位“平台化”；要加强对融资平台公司的综合治理，推动分类转型。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

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健全省以下财政体制，稳步推进地方税体系建设，夯实地方基本财力和自我发展能力。 

2. 财政部部长刘昆：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财政部部长刘昆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2023 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更直接更有效发挥

积极财政政策作用。重点要把握 5 个方面：一是完善税费支持政策，着力纾解企业困难。二是加强财政资源统筹，

保持必要支出强度。统筹宏观调控需要和防范财政风险，加大财政资金统筹力度，优化组合财政赤字、专项债、贴

息等工具，适度扩大财政支出规模，为落实国家重大战略任务提供财力保障。三是大力优化支出结构，不断提高支

出效率。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积极支持科技攻关、乡村振兴、区域重大战略、教育、基本民生、绿色发展等重点

领域。四是均衡区域间财力水平，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五是严肃财经纪律，切实防范财政风险。 

3. 《关于 2022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3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 

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 3 月 5 日提请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查《关于 2022 年中央和地方预

算执行情况与 2023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根据预算报告，2023 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1730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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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6.7%。加上调入资金及使用结转结余 19030 亿元，收入总量为 236330 亿元。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75130

亿元（含中央预备费 500 亿元），增长 5.6%。赤字 38800 亿元，比 2022 年增加 5100 亿元。 

根据预算报告，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在合理增加和优化支出上再下功夫，注重与货币政策、产业政策、

科技政策、社会政策等协同发力，更直接更有效地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加力主要是加强财政资金统筹，优化组

合财政赤字、专项债、贴息等工具，扩大财政支出规模，保持必要的支出强度。提效主要是通过深化改革、加强管

理，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财政政策效能和资金使用效益。 

（二）地方热点政策 

天津市财政局印发 2023 年专项债券管理使用负面清单。为确保政府专项债券资金合规使用，切实防范法定债

务风险，天津市财政局更新了专项债券管理使用负面清单（2023 年版），同时废止 2021 年版负面清单。 

根据负面清单要求，专项债券项目偿债来源既有土地出让收入又有专项收入的，土地出让收入原则上占比不超

过 60%；以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偿债来源所对应的专项债券部分，发债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5 年，最长不超过 7 年，

通过含权方式发行。 

五、总结与展望 

公共财政收入方面，1-2 月，全国公共财政收入 45642 亿元，同比下降 1.2%，主要是 2021 年末缓税收入在 2022

年初入库，抬高了去年同期基数；扣除高基数等特殊因素影响后，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增长 2%左右。从中央财政收

入与地方本级财政收入来看，1-2 月，中央财政收入 21750 亿元，同比下降 4.5%；地方本级财政收入 23892 亿元，

同比增长 2%；中央财政收入增速下降，或与作为中央税之一的消费税增长乏力有关。从税收收入与非税收收入来

看，1-2 月，全国税收收入 39412 亿元，同比下降 3.4%；非税收入 6230 亿元，同比增长 15.6%；由于部分税种当期

入库税款实际为上期应缴税款，税收数据在反映经济发展情况方面存在滞后。2023 年 1-2 月税收收入增速下降，部

分反映了 2022 年末至 2023 年初全国出现第一轮感染高峰、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实际情况。1-2 月关键税种表现不

一，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受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缓缴税费期限到期影响同比增长 6.3%和 11.4%，消费税与个人所得税

受去年同期基数较大影响而有所下降，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的下降与内需不振、外贸进口额下滑有关，出口退

税的增长则与外贸出口额增长有关。 

公共财政支出方面，1-2 月，全国公共财政支出 40898 亿元，同比增长 7%，财政支出进度为 14.9%，高于往年

同期水平，财政支出前置发力。从中央本级财政支出与地方财政支出来看，1-2 月，中央本级财政支出 4236 亿元，

同比增长 8.7%；地方财政支出 36662 亿元，同比增长 6.8%。从财政支出细项来看，1-2 月，多项财政支出有所增

长。民生类支出均较去年同期有所增长，卫生健康支出增速高位回落至 23.2%，或与疫情防控政策优化有关。基建

类支出小幅增长，基建投资还需地方政府专项债和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补充。 

政府性基金收入与支出方面，1-2 月，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 6965 亿元，同比下降 24%，创近 7 年来历史同期最

低。同期，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2493 亿元，同比下降 11%。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方面，1-2 月，地方政府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5627 亿元，同比下降 29%，为七年以来历史同期最低水平。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的

持续下降与房地产市场修复不及预期，土拍市场遇冷有关。预计后期随着经济逐步改善，市场预期转好，房地产市

场有望逐步企稳，从而带动土拍市场回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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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月释放的政策信号主要有两点，一是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扩大财政支出规模，保持必要的支出强度；同

时大力优化支出结构，不断提高支出效率。根据预算草案，2023 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75130 亿元（含中央

预备费 500 亿元），增长 5.6%。赤字 38800 亿元，比 2022 年增加 5100 亿元。二是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加强地方债务风险防控制，遏制隐性债务增量，稳妥化解存量，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结合当前财政

支出情况，预计今年财政支出将前置发力，在保障民生类支出的同时，扩大基建类支出规模，为经济企稳回升提

供支持。基于当前经济修复情况，预计未来财政收入将恢复增长，税收收入中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将受缓缴税费

期限接连到期影响持续增长，消费税与个人所得税或仍受居民收入增长放缓、消费需求修复缓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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