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前三季度财政收支进一步分化，土地市场持续低迷拖累政

府性基金收入下滑

2022年前三季度财政收支点评

2022年前三季度，由于实施大规模留抵退税，我国一般预算收入自然口径计算下有所

下降，绝大多数省份一般预算收入呈现负增长，而支出端仍呈现正增长，公共财政资金仍

存在一定缺口，财政对基建领域的支持力度整体较弱。从收入端来看，2022年1-9月，全国

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32万亿元，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4.1%，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

6.6%。其中，税收收入12.44万亿元，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1.0%，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

11.6%。涉及土地和房地产相关税收中，契税4,395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7.1%；土地增值

税5,166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8.9%；房产税2,41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2.8%；耕地占用

税1,05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6.3%；城镇土地使用税1,59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非

税收入2.88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3.5%，非税的明显增长主要系地方盘活闲置资产使得

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增加以及罚没收入的增加等多重因素带动。



分省份1来看，今年1-9月，共5个省份2一般预算收入规模超5千亿元，其中广东省一般预

算收入接近万亿元，稳居全国第一，但增速同比下降8.54%。江苏省与浙江省两省一般预算

收入规模差距不大，分别位于第二和第三位，增速分别同比下降11.15%和5.33%。除上述三

个省份外，上海市（5,704.9亿元）、山东省（5,532.5亿元）均在前五之列。贵州省一般预算

收入1,246.98亿元，排名第24位，黑龙江省、甘肃省、吉林省、海南省等7个省份财政收入低

于千亿元。绝大多数省份一般预算收入出现负增长，仅山西、陕西、内蒙古、新疆等省份出

现正增长，其中内蒙古及山西省主要得益于在能源需求扩大的背景下以煤炭为主的能源产业

的快速增长。

从支出端来看，2022年1-9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9.04万亿元，同比增长6.2%。主

要投向为教育（28,423亿元）、社会保障和就业（28,470亿元）、卫生健康支出（16,253亿元）

等方面，其对科学技术、农林水务及交通与运输等方面的支出增幅均超过10%。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中，基建项目资本性支出主要包括城乡社区支出（14,362亿元）、交通运输支出（8,893

亿元）、农林水利支出（15,940亿元）及节能环保支出（3,630亿元），增速分别为-0.5%、6.5%、

5.0%和-2.5%，财政对基建领域的支持力度整体较弱。分省份来看，今年1-9月，天津市为唯

一增速为负的地区，主要与前三季度城乡社区支出大幅下滑有关（当期增速-43.1%）；除天

津市以外，各省份一般预算支出增速均呈现正增长，其中内蒙古、宁夏、陕西及浙江省增速

均超过10%。

土地市场持续低迷拖累政府性基金收入下滑，吉林、辽宁、天津、云南等省份政府性

基金收入跌幅均超过 50%，对当地财力形成较大冲击，未来需关注对土地出让收入依赖高、

自给率低的弱地区城投企业的信用风险。从收入端来看，2022年 1-9 月，全国政府性基金

预算收入 4.59万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24.8%。其中，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0.33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5.7%；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 4.26万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26.4%，

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3.8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28.3%。分省份来看，受土地

市场持续低迷影响，绝大多数省份基金收入呈现显著下滑，其中吉林、辽宁、天津、云南等

省份政府性基金收入跌幅均超过 50%，对当地政府财力形成较大冲击。

从支出端来看，2022年1-9月，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8.0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2.5%。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支出0.36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6.3%；

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相关支出7.67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6%，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

1
部分省份未公开披露三季度数据，相关数据以“-”进行填列。

2
包括直辖市及自治区，下同。



出让收入相关支出4.36万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5.2%。

此外，9月底《关于加强“三公”经费管理严控一般性支出的通知（财预〔2022〕126号）》

的出台，强调严禁通过国企购地的方式虚增土地出让收入，防止了地方财政发生“空转”，避

免“虚假繁荣”，在规范财政收支管理趋势的背景下，城投企业非市场化的购地行为受到限制，

预计四季度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压力将长期持续，对土地出让收入依赖高，财政自给率低的

弱地区的财政资金缺口或将加大，城投企业相关业务回款及化债资金或将受到一定影响。

近期，随着“第二支箭”以及“254号文”等针对房地产行业的利好政策出台（详见《胜遇

信用周报—房地产行业迎重大政策利好；前三季度全国一般预算增长乏力》），对我国土地出

让收入下降的趋势可能形成一定的缓释，未来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财政收入下滑对我国城投债

的信用风险传导以及地产行业回暖对城投行业的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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