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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财政收入方面，5 月，全国公共财政收入 16521 亿元，同比增长

32.74%。5 月，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则与经济复苏动能走弱有关。从中央财

政收入与地方本级财政收入来看，中央财政收入 8290 亿元，同比增长

39.02%；地方本级财政收入 8231 亿元，同比增长 26.96%。从税收收入与

非税收收入来看，全国税收收入 14395 亿元，同比增长 41.96%；非税收入

2126 亿元，同比下降 7.81%。关键税种表现不一，5 月增值税的大幅增长

受基数效应、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缓税于今年入库等因素影响，消费税增长

乏力与消费需求回升不足有关，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的下降或与当月

进口额萎缩有关，出口退税的下降或受外贸出口额增长放缓影响。 

公共财政支出方面，5 月，全国公共财政支出 18403 亿元，同比增长

1.53%，前五个月财政支出进度为 3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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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本级财政支出

2896 亿元，同比增长 9.08%；地方财政支出 15507 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

持平。从财政支出细项来看，民生类支出持续快速增长，基建类支出增长

放缓。民生类支出承担了稳就业、稳民生的功能，持续得到有力保障，社

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同比增长 8.13%，其增速连续多月保持较高水平。除城

乡社区事务外，其他基建类支出同比下滑显著，整体基建类支出增长相对

较小。 

政府性基金收入与支出方面，2023 年 1-5 月，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累

计值为 18657 亿元，同比下降 15%，降幅较 1-4 月收窄 1.9 个百分点。同

期，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累计值 34343 亿元，同比下降 12.7%。地方

政府土地出让收入方面，2023 年 1-5 月，地方政府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

入 14893 亿元，同比下降 20%，累计同比降幅较 1-4 月收窄 1.7 个百分点。

5 月土地市场依旧偏冷，但热门城市土拍表现火热。5 月，全国 22 个重点

集中供地城市中共有 9 个城市进行集中供地，除无锡底价成交之外，其他

8 个城市溢价率均在 3.0%以上。 

近期释放的政策信号主要强调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防范化解地

方政府债务风险。2022 年中央决算报告中提到的适当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投向领域和用作项目资本金范围，或能在新领域激发政府投资的带动作

用，促进投资回升。在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方面，2022 年中央决算

报告强调落实地方主体责任，逐步化解隐性债务存量，未来或将进一步加

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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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共财政收入 

（一）当月公共财政收入 

2023 年 1-5 月，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即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9692 亿元，同比增长 14.9%；5 月，全国公

共财政收入 16521 亿元，同比增长 32.74%（见图 1）。据财政部介绍，财政收入增长主要受去年 4 月份开始实施

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而今年相关退税恢复常态，1-5 月累计同比少退 12079 亿元影响。5 月，财政收入增

速放缓则与经济复苏动能走弱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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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中央财政收入 8290 亿元，同比增长 39.02%，占同期全国公

共财政收入的 50.18%；地方本级财政收入 8231 亿元，同比增长 26.96%，占同期全国公共财政收入的 49.82%（见

图 2）。中央财政收入与地方财政收入同比增幅走高主要是受去年同期基数较低影响，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的绝对

水平低于 2021 年同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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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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全国税收收入 14395 亿元，同比增长 41.96%，占同期全国公共财政收入

的 87.13%；非税收入 2126 亿元，同比下降 7.81%，占同期全国公共财政收入的 12.87%（见图 3）。税收收入的增

长主要受基数效应影响，其绝对水平低于 2021 年同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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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关键税种表现 

5 月，关键税种表现不一。具体来看，5 月国内增值税 4166 亿元，远高于去年同期水平（-1090 亿元），低于

2021 年同期水平；国内消费税 1205 亿元，与上年同期水平基本持平；企业所得税 5014 亿元，同比下降 22.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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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得税 1077 亿元，同比增长 24.0%；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 1553 亿元，与上年基本持平；出口退税 1192 亿

元，同比下降 39.1%（见图 4）。 

具体来看，5 月增值税的大幅增长受基数效应、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缓税于今年入库等因素影响。展望后月，缓

税入库这一特殊因素将消退，但低基数或将继续带来增值税的高增长。消费税增长乏力与消费需求回升不足有关。

5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2.7%，增速较上月下降 5.7 个百分点，反映出消费市场恢复基础还需巩固，消费

市场恢复基础还需巩固。企业所得税下降，主要受企业利润下降影响。5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

降 12.6%，国内需求仍显不足，制约企业利润恢复。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乏力或与当月进口额萎缩有关。

5 月进口总额约 21.77 万美元，同比下降 4.5%，但环比有所回升。展望后月，6 月进口受内需不振影响进一步萎缩，

同比下降 6.8%，预计 6 月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将延续下降走势。出口退税的下降或受外贸出口额增长放缓影

响，5 月出口总额约 28.35 万美元，同比下降 7.5%，环比下降 4.0%；6 月出口同比增速进一步下滑至-12.4%，预计

出口退税规模或将相应萎缩。 

除此之外，土地和房地产相关税收收入中，1-5 月契税累计同比增长 8.8%，土地增值税累计同比下降 15.5%，

房产税累计同比增长 7.3%，耕地占用税累计同比下降 11%，城镇土地使用税累计同比下降 0.6%。契税增长主要受

土地出让收入降幅收窄、部分重点城市二手房交易市场回暖等因素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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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月，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即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04821 亿元，同比增长 5.8%。5 月，全国公

共财政支出 18403 亿元，同比增长 1.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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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五个月财政支出进度为 3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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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中央本级财政支出 2896 亿元，同比增长 9.08%，占同期全国

公共财政支出的 15.74%；地方财政支出 15507 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占同期全国公共财政支出的 84.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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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月中

央本级财政支出进度为 34.6%，地方财政支出进度为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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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民生类支出持续快速增长，基建类支出增长放缓。具体来看，教育、科学技术、

社会保障和就业、城乡社区事务等项目支出增速较高，同比增速在 5%以上；节能环保、农林水事务与交通运输等

项目支出同比下降幅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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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卫生健康支出 1549 亿

元，同比增长 1.0%。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 2660 亿元，同比增长 8.13%，其增速连续多月保持较高水平。社会保障

与就业支出增长主要与当前就业形势严峻有关。当前就业的总量压力和结构性问题突出，毕业季青年就业面临阶段

性压力，稳就业需要财政支出的持续加力。教育支出 2900 亿元，同比增长 6.4%，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见图 8）。

整体来看，民生类支出承担了稳就业、稳民生的功能，持续得到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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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农林水事务支出 1408

亿元，增速降至-9.74%；交通运输支出 599 亿元，增速进一步降至-33.96%；节能环保支出 299 亿元，增速下滑至-

8.84%；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1287 亿元，同比增长 5.5%。除城乡社区事务外，其他基建类支出同比下滑显著，整体

基建类支出增长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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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月，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累计值为 18657 亿元，同比下降 15%，降幅较 1-4 月收窄 1.9 个百分点。

其中，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1606 亿元，同比增长 9.4%；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 17051 亿元，同比下降

16.7%。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降幅收窄主要受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降幅收窄带动。 

2023 年 1-5 月，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累计值为 34343 亿元，同比下降 12.7%。其中，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

本级支出 503 亿元，同比下降 68.9%；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33840 亿元，同比下降 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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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月，地方政府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14893 亿元，同比下降 20%，累计同比降幅较 1-4 月收窄

1.7 个百分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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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与房地产市场修复不及预

期，土拍市场遇冷有关。5 月土地市场依旧偏冷，但热门城市土拍表现火热。根据中指研究院数据，2023 年 1-5 月，

TOP100 企业拿地总额 4290 亿元，拿地规模同比下降 8.4%，降幅较上月收窄 4.75 个百分点，降幅继续收窄；5 月，

全国 22 个重点集中供地城市中共有 9 个城市进行集中供地，除无锡底价成交之外，其他 8 个城市溢价率均在 3.0%

以上。 

2023 年 1-5 月，地方政府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相关支出 19160 亿元，同比下降 18.7%，主要受国有土地使

用权出让收入下降拖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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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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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策跟踪 

（一）中央政策 

1.国常会：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 

6 月 16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围绕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问题，研究提出了一批政策措施。根据安排，

今年财政部将继续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尤其是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治理。财政部部长刘昆此前

提到，要打破政府兜底预期，分类推进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 

2.《国务院关于 2022 年中央决算的报告》 

2023 年 6 月 26 日，财政部受国务院委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 2022 年中央决算报告和中央决算草案。草

案中提到，下一步，要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个战略任务，打好宏观政策、扩大内需、

改革创新、防范化解风险组合拳，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

增长。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加力提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二是加强重点领域支出保障，三是兜牢基层“三保”

底线，四是有效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五是加大财会监督力度，六是扎实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 

在加力提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方面，要发挥好政府投资引导作用，适当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投向领域和用

作项目资本金范围，做好项目前期准备，提高项目储备质量，优先支持成熟度高的项目和在建项目，在打基础、利

长远、补短板、调结构上加大力度，防止盲目扩大投资，鼓励和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参与。 

在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方面，要将地方政府法定债务管理全面纳入预算管理一体化范围，指导地方做好专项

债券项目储备，建立专项债券支出进度通报预警制度，对专项债券项目实施穿透式监测；督促地方落实主体责任，

统筹各类化债资源，增强市县偿债能力，逐步化解隐性债务存量；严控高风险地区新增地方政府债券规模，防止风

险持续累积。 

（二）地方热点政策 

1.河南省财政拨付 3.65 亿元奖励满负荷生产企业 

为加大对经营主体的扶持力度，鼓励并引导企业稳定生产、快速复产、提能增产，今年以来，河南省省财政延

续实施财政奖励政策，分别对第一季度满负荷生产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给予 10 万元奖励，对于满负荷生产且实现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0%的给予 20 万元奖励，奖励资金由省级和属地财政按照 1∶1 比例分担。河南省财政已将奖励

资金 3.65 亿元（含市县资金）全部直接拨付至企业，实现政策红利直达快享。 

2.广西财政统筹 130 亿元支持 79 个重大项目建设 

为推动经济运行加快恢复好转，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靠前发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积极统筹资金 130 亿元

支持去冬今春产业振兴、基础设施、社会发展等项目建设，同比增加 10 亿元。截至目前，资金已全部及时下达到

位，有效保障了全区经济社会发展重大任务财力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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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通过统筹 2023 年自治区工业振兴专项、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专项、北部湾经济区发展

专项、数字广西建设资金等部门有关财政资金，以及自治区本级财力新增预算安排方式，共筹措资金 130 亿元支持

79 个重大项目建设，包括 8 个产业振兴项目、21 个基础设施项目、50 个社会发展项目。 

五、总结与展望 

公共财政收入方面，5 月，全国公共财政收入 16521 亿元，同比增长 32.74%，财政收入增速放缓与经济复苏动

能走弱有关。从中央财政收入与地方本级财政收入来看，中央财政收入 8290 亿元，同比增长 39.02%；地方本级财

政收入 8231 亿元，同比增长 26.96%；中央财政收入与地方财政收入同比增幅走高主要是受去年同期基数较低影响，

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的绝对水平低于 2021 年同期水平。从税收收入与非税收收入来看，全国税收收入 14395 亿元，

同比增长 41.96%；非税收入 2126 亿元，同比下降 7.81%。税收收入的增长主要受基数效应影响，其绝对水平低于

2021 年同期水平。关键税种表现不一，增值税的大幅增长受基数效应、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缓税于今年入库等因素影

响，消费税增长乏力与消费需求回升不足有关，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的下降或与当月进口额萎缩有关，出口退

税的下降或受外贸出口额增长放缓影响。 

公共财政支出方面，5 月，全国公共财政支出 18403 亿元，同比增长 1.53%，前五个月财政支出进度为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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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本级财政支出 2896 亿元，

同比增长 9.08%；地方财政支出 15507 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从财政支出细项来看，民生类支出持续快速增

长，基建类支出增长放缓。民生类支出承担了稳就业、稳民生的功能，持续得到有力保障，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同

比增长 8.13%，其增速连续多月保持较高水平。除城乡社区事务外，其他基建类支出同比下滑显著，整体基建类支

出增长相对较小。 

政府性基金收入与支出方面，2023 年 1-5 月，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累计值为 18657 亿元，同比下降 15%，降幅

较 1-4 月收窄 1.9 个百分点。同期，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累计值 34343 亿元，同比下降 12.7%。地方政府土地

出让收入方面，2023 年 1-5 月，地方政府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14893 亿元，同比下降 20%，累计同比降幅较 1-

4 月收窄 1.7 个百分点。5 月土地市场依旧偏冷，但热门城市土拍表现火热。5 月，全国 22 个重点集中供地城市中

共有 9 个城市进行集中供地，除无锡底价成交之外，其他 8 个城市溢价率均在 3.0%以上。 

近期释放的政策信号主要强调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为推动国民经济恢复

向好，财政政策需继续加力提效。2022 年中央决算报告中提到的适当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投向领域和用作项目

资本金范围，或能在新领域激发政府投资的带动作用，促进投资回升。在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方面，2022

年中央决算报告强调落实地方主体责任，逐步化解隐性债务存量，未来或将进一步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治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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