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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7 月 19 日，财政部公布 2023 年上半年财政收支情况。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同比增长 13.3%。其中，税收收入同比增长 16.5%，非税收入同比下降

0.6%。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 3.9%。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同比下降 16%，

支出同比下降 21.2%。 

摘要 

1、总体上看，我国财政运行仍保持紧平衡状态。在低基数的作用下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增速持续上升，但是两年平均增速低；房地产低迷引发土地出让收

入负增长，两本预算收入之和的两年平均增速为-4.4%。即使考虑到转移支付

和发行债券形成的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当年同比

增速分别为 3.9%和-21.2%，两本预算支出之和的两年平均增速仅为 4.1%；支

出结构上，基建相关支出增速低，积极财政有待进一步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 

第一，上半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前低后高，反映出实体经济在疫后逐步恢复，

是疫后需求集中释放和前期一系列政策集中发力的结果。上半年财政收入增

速较高主要是在二季度实现的，主要源于去年二季度留抵退税导致的低基数，

两年平均增速仅为 0.9%。 

第二，同样受去年大规模留抵退税的因素影响，上半年税收增速高于非税收

入，财政收入质量有所提高。 

第三，从税收分项来看，除增值税受基数效应大幅增长外，国内消费税、企

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下行反映出当前经济形势仍面临较大压力，内外需

共振下行。 

第四，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较慢，民生相关支出增速高、基建相关支出增

速低，反映出当前财政保民生意愿度更高，对基建支持力度下降。 

第五，政府性基金支出增速降幅进一步扩大，一方面与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

降有关，另一方面与专项债发行进度有待进一步加快有关。 

2、分区域格局：受益于能源资源景气度提升，中西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

领先东部。 

第一，四大地区财政收入同比正增长，但剔除留抵退税影响后，中西部财政

收入增速领先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两年平均增速分别为 5.2%、7.9%，东部、

东北地区两年平均分别下降 0.3%、0.2%。 

第二，从财政收支规模看，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规模位居前 5 位，江苏超过浙江、上海超过山东。 

第三，内蒙古、山西、陕西三个资源大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两年平均增长 10%

以上，四川、甘肃、宁夏、安徽两年平均增速超 5%，增速靠前省份集中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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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 

第四，多数省份政府性基金收支双降，但部分省份受益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

让收入逆势增长，内蒙古“中小银行专项债”支出推动政府性基金支出增长。 

3、地方债务形势：到期压力较大，净融资下降。 

今年上半年地方债发行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还本额则明显上升，净融资额

大幅下降。 

第一，从债务余额来看，广东、山东、江苏、浙江、四川五省债务余额规模

居前，合计占到全国地方政府债务的三成以上。 

第二，从债务压力来看，青海、贵州、甘肃、吉林和新疆等省份偿债压力较

大。海南、新疆、江西、甘肃、重庆负债率上升较快。 

第三，从新增债券资金用途看，新增专项债重点投向产业园区、棚户区改造

和医疗卫生三大方向。 

第四，从发行期限看，20 年期和 30 年期占到新增专项债的半壁江山。 

第五，从偿还期限看，2026、2028、2030 年将再度迎来地方债偿还高峰。 

4、下半年财政收入能否延续向好态势？财政政策将如何发力？ 

下半年财政收入增速取决于经济增速、物价水平和去年同期基数，总体上看

当年增速或较二季度和上半年有所回落，但两年平均增速或相对平稳。 

建议下半年财政政策在三个方面继续发力：一是进一步在收入端落实落细前

期出台的有针对性的减税降费举措，呵护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等重点行业和群体，但不宜再推出大规模减税降费，从重视规模数量到效率

效果，要稳定宏观税负，否则减税边际效应递减的同时债务推升，而且不利

于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二是进一步加大优质项目储备，并加快专项债发行进

度并尽快投入到项目上，根据经济形势适当使用专项债结存限额，进一步拉

动基建稳增长；三是积极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地方政府积极盘活存量资

源偿还债务，同时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展市场化、法治化的谈判拉长债务周

期、降低债务利率，尽快制定实施短期与长期结合、增量与存量结合、兼顾

系统性风险与道德风险的一揽子化债方案。 

 

风险提示：外部冲击超预期、经济下行压力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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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形势：低基数效应下财政收入恢复性增长但实际扩张

有限，支出更偏刚性，紧平衡延续 

总体上看，我国财政运行仍保持紧平衡状态，在低基数的作用下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增速持续上升，但是两年平均增速低、房地产低迷引发土地出让收入负增长，两本预算

收入之和的两年平均增速为-4.4%。即使考虑到转移支付和发行债券形成的支出，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当年同比增速分别为 3.9%和-21.2%，两本预算支出之

和的两年平均增速仅为 4.1%，低于上半年名义 GDP 增速的 5.4%，积极财政有待进一步发

挥逆周期调节作用。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上半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前低后高，反映出实体经济在疫后逐步恢复，是疫

后需求集中释放和前期一系列政策集中发力的结果。同时也要看到，上半年财政收入增

速较高主要是在二季度实现的，主要源于去年二季度留抵退税导致的低基数，剔除基数

效应后实际上是常态化增速。1-6 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13.3%，两年平均增速仅

为 0.9%，低于 2021 年同期两年平均的 4.2%和 2019 年同期的 3.4%。财政收入进度较快，

1-6 月财政收入占全年预算的比重达到 54.9%，高出序时进度 4.9 个百分点。在基数效应

作用下，今年收入增速大概率是一季度低、二季度高、三四季度回落的态势。 

第二，同样受去年大规模留抵退税因素的影响，上半年税收增速高于非税收入，财

政收入质量较 2022 年有所提高。1-6 月税收收入同比增长 16.5%，两年平均下降 0.4%；

非税收入同比增速、两年平均增速分别为 0.6%、8.3%；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比重为83.6%，高于去年同期2.3个百分点，但仍低于2020年的85.3%和2021年的85.8%。

从非税收入细分结构来看，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增长 10.7%，全国行政事业

性收费收入下降 12.5%，罚没收入下降 16.2%，反映地方政府在多渠道盘活闲置资产的同

时，更加注重对营商环境的保护。 

第三，从税收分项来看，除增值税受基数效应大幅增长外，国内消费税、企业所得

税、个人所得税等下行反映出当前经济形势仍面临较大压力，内外需共振下行。1-6 月

国内消费税、车购税分别下降 13.4%和 3.6%，反映出今年汽车消费总体仍偏低迷（1-6

月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同比增长 2.7%），耐用消费品的低迷主要是与居民资产负债表仍

在缓慢修复以及去年车购税减免对汽车刺激的透支有关。企业所得税下降 5.4%，与企业

利润增速偏低有关（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为-17.3%）；个人所得税累计同比

为负，主要是专项附加扣除效应显现，有利于增加居民税后可支配收入；进口货物消费

税、增值税以及关税累计同比分比为-9.5%和-13.6%，与今年以来进口累计同比下降 6.7%

有较大关系，反映出内需相对低迷。 

第四，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较慢，民生相关支出增速高、基建相关支出增速低，

反映出当前财政保民生意愿度更高，对基建支持力度偏弱。1-6 月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

比增长 3.9%，较 1-5 月放慢 1.9 个百分点。其中，民生相关支出（社保就业、教育和卫

生健康）同比增长 6.6%，高于总体增速 2.7 个百分点；基建相关支出（农林水、城乡社

区、交通运输和节能环保）支出同比下降 1.5%，对基建投资增速有所拖累。此外，随着

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提高，债务付息压力逐年提升，需高度关注政府债务付息压力。1-6

月债务付息支出同比增速为 5.5%，支出规模占总支出比重为 4.4%，持续创历史新高，这

里还只包括国债和地方政府一般债的利息支出，未包括专项债的利息支出。 

第五，政府性基金支出增速降幅进一步扩大，一方面与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降有关，

另一方面与专项债发行进度有待进一步加快有关。1-6 月政府性基金支出同比下降 21.2%，

较 1-5 月降幅扩大 8.5 个百分点。 

一方面，地产风险逐步缓释，但房地产销售、投资同比降幅扩大，房地产待售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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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创 2016 年 3 月以来新高，房地产企业拿地能力和意愿未明显恢复，导致 1-6 月国有

土地使用出让收入同比下降 20.9%。 

另一方面，当前新增专项债发行进度偏慢，可能与两个因素有关：当前优质有收益

的项目储备不足、审计监督要求规范使用专项债，同时平滑专项债发行节奏以避免对社

会融资规模冲击。当前要平衡专项债优质项目储备不足与专项债发行进度偏慢的矛盾，

化解的方式是加大储备力度以及从中长期看增加一般债、减少专项债占比。 

上半年新增专项债共发行 2.3 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减少 11053 亿元。1-6 月发行进

度达到 60.5%，低于去年同期（考虑结存限额 5000 亿元）21.5 个百分点，主要是去年二

季度面临疫情、财政要靠前发力，6 月份发行规模超万亿元导致同期基数较高。6 月新增

专项债发行占全年额度的 10.6%，较去年同期降低 22.4 个百分点。 

 

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增速情况 

 

资料来源：wind、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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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上半年税收收入增速大幅高于非税收入增速 

 

资料来源：wind、粤开证券研究院 

 

2023 年上半年主要税种增速及两年平均增速情况（按两年平均增速从高到低排

列） 

 

资料来源：wind、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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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月民生相关支出增速高于总体增速，而基建相关支出增速为负 

 

资料来源：wind、粤开证券研究院 

 

 

二季度以来专项债发行进度有所放缓，低于去年同期 

 

注：2022年发行进度的计算考虑到使用结存限额 5029 亿元。 

资料来源：wind、粤开证券研究院 

二、分区域格局：受益于能源资源景气度提升，中西部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增速领先东部 

第一，四大地区财政收入同比均实现正增长，但剔除留抵退税影响后，中西部财政

收入增速领先东部。整体来看，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

长 12.8%、10.7%、17.5%、17.5%。考虑到去年集中留抵退税对基数造成影响，两年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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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东北地区两年平均分别下降 0.3%、0.2%。 

 

剔除留抵退税影响后，中西部财政收入增速领先东部 

 

资料来源：财政部网站、各省份财政厅（局）、粤开证券研究院 

 

第二，从财政收支规模看，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

位居前 5 位，具体排名有微调，其中江苏超过浙江、上海超过山东。广东上半年收入重

回 7000 亿元以上，江苏、浙江重回 5000 亿元水平，部分省份的排名出现小幅变化。收

入超过 1000 亿元的省份有 22 个，较去年同期增加 3 个，接近 2021 年的 23 个。21 个省

份披露支出情况，其中四川、浙江、河南超 500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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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个省份上半年部分省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 

 

注：吉林、黑龙江、西藏、新疆数据暂缺，排名变化暂不考虑以上 4 个省份； 

资料来源：各省份财政厅（局）、粤开证券研究院 

 

第三，内蒙古、山西、陕西三个资源大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两年平均增长 10%以上，

四川、甘肃、宁夏、安徽两年平均增速超 5%，增速靠前省份集中在中西部地区。与去年

同期相比，31 个省份收入同比均实现正增长，其中 10 个省份增长 20%以上，15 个省份

增长 10%—20%之间，6 个省份个位数增长。从两年平均增速来看，最高的为内蒙古、山

西、陕西三个资源型省份，两年平均增速分别达到 24.6%、17.5%、13.6%；四川、甘肃、

宁夏、安徽两年平均增速超 5%；部分东部省份出现两年平均负增长，其中最低为天津

（-6.4%）。21 个披露支出情况的省份中，上海上半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 13.2%，

云南、海南同比下降 7.9%、0.5%，其余省份增速介于 0 和 10%之间。 

 

 

 

排名 变化 地区
2023年上半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亿元）
同比增速

两年平均同比

增速

1 0 广东 7126.0 5.9% -3.2%

2 1 江苏 5653.0 21.9% 0.1%

3 -1 浙江 5536.9 11.1% 2.1%

4 1 上海 4619.4 21.7% -1.2%

5 -1 山东 4258.6 7.8% -0.5%

6 0 北京 3376.6 12.9% 1.9%

7 0 四川 3012.0 21.5% 8.1%

8 1 河南 2662.2 12.7% 4.3%

9 -1 河北 2604.8 9.4% 1.1%

10 0 福建 2182.5 11.4% 3.4%

11 0 安徽 2174.0 12.4% 5.4%

12 1 湖北 2057.0 15.1% 1.4%

13 -1 山西 1957.2 7.4% 17.5%

14 1 陕西 1856.7 8.0% 13.6%

15 -1 江西 1831.5 4.5% 3.5%

16 1 内蒙古 1791.8 13.7% 24.6%

17 -1 湖南 1767.6 11.2% 1.6%

18 0 辽宁 1523.8 14.2% 1.8%

19 0 重庆 1165.0 14.3% -2.1%

20 3 云南 1122.5 29.3% 0.1%

21 1 天津 1076.6 23.9% -6.4%

22 -1 贵州 1017.6 14.5% -0.2%

23 1 广西 995.9 16.1% -1.6%

24 2 甘肃 536.2 20.2% 6.5%

25 2 海南 486.8 10.8% 0.7%

26 3 宁夏 260.8 12.4% 5.6%

27 3 青海 178.7 34.7% 3.2%

- - 新疆 - - -

- - 黑龙江 - - -

- - 吉林 - - -

- - 西藏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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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上半年各省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实现正增长（当年同比） 

 

注：吉林、黑龙江、西藏、新疆数据暂缺 

资料来源：各省份财政厅（局）、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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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份财政收入增速分化，资源大省领涨（两年平均增速） 

 

注：吉林、黑龙江、西藏、新疆数据暂缺 

资料来源：各省份财政厅（局）、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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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省份上半年财政支出同比增长 

 

注：10个省份数据暂缺 

资料来源：各省份财政厅（局）、粤开证券研究院 

第四，多数省份政府性基金收支双降，但部分省份受益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逆势增长，内蒙古“中小银行专项债”支出推动政府性基金支出增长。目前共有 8 个省

份披露了上半年政府性基金收支数据，其中浙江、河北、江西、甘肃、海南收支双双同

比下降。云南收入同比增长 15.9%，主要体现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增长；陕西、

内蒙古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增长 5.3%、4.2%。内蒙古是政府性基金支出增长的唯一省份，

且同比增速达 44.4%，受到“中小银行专项债”安排支出的影响。 

 

多数省份政府性基金收支双降 

 
注：仅 8个省份披露数据 

资料来源：各省份财政厅（局）、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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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方债务形势：到期压力较大，净融资下降 

今年上半年地方债发行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还本额则明显上升，净融资额大幅下

降。1-6 月份全国地方债券发行额 4.37 万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0.88 万亿元；还本额

1.63 万亿元，较去年同期提高 0.66 万亿元；净融资 2.74 万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1.54

万亿元。 

第一，粤鲁江浙川五省债务余额规模居前，合计占到全国的三成以上。分省份来看，

广东、山东、江苏、浙江和四川五省债务余额较大，分别为 27733 亿元、25698 亿元、

22404亿元、21151亿元和 19325亿元，合计债务规模达到 11.6万亿元，占全国的 31.0%。 

第二，从债务压力来看，青海、贵州、甘肃、吉林和新疆等省份偿债压力较大。截

至 6 月底，负债率最高的 5 个省份依次为青海、贵州、甘肃、吉林、新疆，负债率分别

为 85.7%、62.0%、57.0%、55.2%、54.2%。其中，海南、新疆、江西、甘肃、重庆 5 个

省份负债率上升较快，分别较 2022 年末提高 4.2、3.9、3.7、3.4 和 3.1 个百分点。 

 

截至 2023年 6 月底分省份债务情况 

省份 
地方政府债务

余额（亿元） 

2022 年 GDP

（亿元） 
负债率（%） 

较去年末变

化（百分点） 
省份 

地方政府债务

余额（亿元） 

2022 年 GDP

（亿元） 
负债率（%） 

较去年末变

化（百分点） 

广东 27733 129119 21.5 2.3 重庆 10930 29129 37.5 3.1 

山东 25698 87435 29.4 2.5 陕西 10410 32773 31.8 2.2 

江苏 22404 122876 18.2 1.4 广西 10294 26301 39.1 2.7 

浙江 21151 77715 27.2 1.3 内蒙古 9773 23159 42.2 1.9 

四川 19325 56750 34.1 2.9 新疆 9612 17741 54.2 3.9 

河北 17006 42370 40.1 3.2 上海 8869 44653 19.9 0.7 

湖南 16484 48670 33.9 2.3 天津 8758 16311 53.7 0.7 

河南 16278 61345 26.5 2.0 黑龙江 7602 15901 47.8 2.5 

湖北 14869 53735 27.7 1.9 吉林 7219 13070 55.2 0.8 

安徽 14577 45045 32.4 3.0 山西 6702 25643 26.1 1.7 

福建 13432 53110 25.3 2.9 甘肃 6380 11202 57.0 3.4 

云南 12581 28954 43.4 1.8 海南 3674 6818 53.9 4.2 

贵州 12510 20165 62.0 0.4 青海 3095 3610 85.7 2.2 

江西 11990 32074 37.4 3.7 宁夏 2049 5070 40.4 1.6 

北京 11622 41611 27.9 2.6 西藏 565 2133 26.5 0.0 

辽宁 11568 28975 39.9 2.3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第三，从新增债券资金用途看，新增专项债重点投向产业园区、棚户区改造和医疗

卫生三大方向。1-6 月份新增一般债发行额 4344 亿元，新增专项债发行额 23008 亿元。

其中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棚户区改造、医疗卫生、农林水利、铁路为新增专项债

前 5 大投向，占比达到 29.7%、9.8%、7.3%、6.7%、5.2%。与去年同期相比，棚户区改

造项目占比小幅下降 1.9 个百分点，铁路项目占比提升 1.4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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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新增专项债资金投向 

 

资料来源：财政部 CELMA 平台、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第四，从发行期限看，20 年期和 30 年期占到新增专项债的半壁江山。上半年发行

的 4344 亿元新增一般债中，10 年期、7 年期债券比重最高，分别占 49.6%、24.4%，5 年

期、3 年期分别占 8.1%、10.6%，15 年期以上合计仅占 7.2%。上半年发行的 23008 亿元

新增专项债中，30 年期、20 年期、15 年期债券比重分别为 22.3%、27.1%、23.4%，合计

超七成。 

 

2023 年上半年新增地方债券期限结构 

期限 
新增一般债发行规

模（亿元） 
比重 

新增专项债发行规

模（亿元） 
比重 

30年期 96.00 2.2% 5127.59 22.3% 

20年期 64.84 1.5% 6230.70 27.1% 

15年期 152.93 3.5% 5375.11 23.4% 

10年期 2153.25 49.6% 4013.50 17.4% 

7年期 1062.07 24.4% 1183.64 5.1% 

5年期 352.51 8.1% 620.62 2.7% 

3年期 462.66 10.6% 457.30 2.0% 

合计 4344.26 100% 23008.46 100% 

资料来源：财政部 CELMA 平台、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第五，从偿还期限看，今年以及后续的 2026、2028、2030 年将迎来地方债偿还高峰。

截至 7 月 26 日，2023-2030 年地方债偿还规模分别为 3.7、3.0、3.0、3.2、2.5、2.9、

2.6、2.9 万亿元。其中，专项债偿还规模分别为 1.8、1.8、1.2、1.5、1.3、1.3、1.3、

1.7 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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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2028、2030年将迎来阶段性地方债偿还高峰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截至 2023 年 7月 26日 

 

此外，从城投债务来看，当前城投债务整体偿债压力较大，广义债务率超过 300%的

省份有 18 个，同时区域分化特征较为明显。具体测算详见我们后续的研究报告《防范化

解债务的一揽子方案：短期六条与中长期八条建议》。 

四、下半年财政收入能否延续向好态势？财政政策将如何发

力？ 

7 月 2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

作。会议高度重视地方债务风险，总体思路延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 428 政治局会议的

基调，但是不仅仅从增量和存量的角度，更加强调一揽子化债方案，这是基于问题的复

杂性以及债务和金融风险交织特征而提出的系统性、综合性解决方案，体现了中央一贯

强调的系统思维和统筹理念。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

风险，坚决遏制增量、化解存量”；428 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严

控新增隐性债务”；724 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有效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制定实施一揽

子化债方案”。 

下半年财政收入增速取决于经济增速、物价水平和去年同期基数，总体上看当年增

速可能较二季度和上半年有所回落，但两年平均增速可能相对平稳。第一，近年来我国

经济呈现出两个明显的特征：波动性加大和结构性恢复，经济是财政的基础，这导致了

财政收入增速的波动性同样加大。财政经济波动性加大主要源于：百年未有之变局下的

内外部不确定冲击加大，疫情导致的基数效应加大，如 2020 年一季度、2022 年二季度

等。从基数效应的角度，去年留抵退税主要在上半年，因此对今年收入增速的影响也主

要在上半年，下半年增速将逐步回归并回落。第二，下半年随着财政、货币和房地产以

及提振民营经济信心的举措逐步生效，经济继续回升，将提振财政收入增速。第三，PPI

和 CPI 虽然还将处于较低位置，但在下半年可能迎来向上的拐点，降幅收窄对财政收入

的负贡献收窄。 

建议下半年财政政策在以下三个方面继续发力，助力巩固经济回升向好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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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进一步在收入端落实落细前期出台的有针对性的减税降费举措，呵护制造业、

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等重点行业和群体。 

二是进一步加大优质项目储备，并尽快发行专项债投入到项目上；根据经济形势适

当使用专项债结存限额，进一步拉动基建稳增长。 

三是积极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地方政府积极盘活存量资源偿还债务，同时与银

行等金融机构开展市场化、法治化的谈判拉长债务周期、降低债务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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