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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财政收入表现偏弱，支出端“两本账”表现分化

—— 2024 年 1-2 月财政数据点评

分析师：瞿瑞 冯琳

事件：财政部公布数据显示，2024 年 1-2 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同比下降

2.3%，上年全年值 6.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累计同比增长 6.7%，上年全年值 5.4%；

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累计同比增长 2.7%，上年全年值-9.2%；全国政府性基金支出累计同

比下降 10.2%，上年全年值-8.4%。

主要观点：1-2 月财政收入端表现偏弱，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同比下降 2.3%，

扣除去年同期中小微企业缓税入库抬高基数、去年年中出台的部分减税政策翘尾减收等特

殊因素影响，可比口径下同比增长 2.5%；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增长 2.7%，其中国有土地

出让金收入同比增长 0.0%，似有企稳迹象，但可持续性有待观察。从支出端来看，1-2 月

广义财政支出累计同比增长 2.7%，增速较上年 12 月当月同比明显放缓，其中，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同比增长 6.7%，支出进度快于过去 5 年平均水平，背后是去年底增发的一万亿

国债中大部分在今年使用，充实了年初可用财政资金，但在可用资金较为充足的情况下，

年初新增专项债发行节奏较缓，导致政府性基金支出同比大幅下降。

具体解读如下:

一、1-2 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 2.3%，同比负增主要受去年同期中小微企业缓

税入库抬高基数、去年年中出台的部分减税政策翘尾减收等特殊因素影响；扣除特殊因素

影响后，可比口径下同比增长 2.5%。

1-2 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 2.3%，其中税收收入同比下降 4.0%，非税收

入同比增长 8.6%。1-2 月税收同比负增主要源于去年同期中小微企业缓税入库抬高基数、

去年年中出台的部分减税政策翘尾减收等特殊和不可比因素。扣除这些特殊因素影响后，

可比口径下 1-2 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2.5%左右，要好于去年 12 月当月的同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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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8.4%。从收入进度来看，1-2 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全年预算进度的 19.9%，略低于

过去五年同期平均水平 20.1%。

从主要税种表现来看，受特殊因素影响，1-2 月增值税、个人所得税和印花税收入同

比增速明显放缓。其中，在开年工业生产强度好于预期的情况下，第一大税种增值税收入

同比下降 5.3%，降幅较去年 12 月当月降幅扩大 3.6 个百分点，这一方面源于基数走高，

另一方面也与去年年中出台了对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递减，提高部分行业企业研发

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有关；1-2 月个人所得税收入同比下降 15.9%，降幅较去年 12 月当

月降幅扩大 9.4 个百分点，主要由去年下半年出台的提高个人所得税有关专项附加扣除标

准等个税相关优惠政策所致；1-2 月印花税收入同比下降 7.1%，主要原因也是去年 8月开

始实施了减半征收证券交易印花税政策，这就会使今年前 8个月执行的低税率对应去年同

期相对较高的税率。

其他主要税种中，1-2 月消费税、车辆购置税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4.0%和 29.8%，增

速较去年 12 月当月同比大幅加快，这与同期居民可选消费偏强以及汽车零售额较快增长

相印证；1-2 月企业所得税收入同比增速从去年 12 月的-1.9%回升至 0.0%，或因出口和工

业生产提速带动企业盈利边际修复；此外，在年初房地产市场表现依然低迷背景下，1-2

月房地产相关税种收入同比也呈现较快增长，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基数较低。

二、1-2 月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速边际小幅放缓，主要受基建类支出同比增速较

快支撑，显示开年财政支出端发力稳增长特征明显。

1-2 月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 6.7%，增速较去年 12 月当月增速小幅放缓 1.6 个

百分点。但从支出进度上看，1-2 月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全年预算进度的 15.3%，要高

于过去五年同期平均水平 14.3%。我们认为，在年初财政收入表现偏弱的情况下，支出端

靠前发力，背后是去年底增发的一万亿国债中有 7000 亿左右在今年使用，充实了年初可

用财政资金。

从结构上看，1-2 月基建类支出增速较快，城乡社区事务、农林水事务、交通运输、

节能环保四项合计同比增长 16.7%，大幅高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整体增速，有力支持了年

初基建投资维持在较快增长水平，显示开年财政支出端发力稳增长特征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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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2 月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增速有所放缓，主要受同期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

同比增速减缓影响；由于年初专项债发行进度较慢，1-2 月政府性基金支出同比增速大幅

下滑。

收入方面，1-2 月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累计同比增长 2.7%，增速低于去年 12 月当月

同比 6.2%。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同比增速为 0%，低于去年 12 月当月同比 1.8%。

近两个月土地土让金收入止住同比下滑势头，主要靠一线、以及强二线城市出让金占比大

幅提升拉动，不代表土地市场热度已现明显回暖，后续土地出让金收入增速能否持续回升

仍有待观察。支出方面，1-2 月全国政府性基金支出累计同比下降 10.2%，增速较去年 12

月当月同比（24.2%）大幅放缓。这主要是受年初专项债发行进度缓于去年拖累，1-2 月

新增专项债发行量约为 4000 亿元，仅完成全年进度的 10.0%，明显低于过去五年同期平

均水平 17.0%。背后是去年底增发的一万亿国债中大部分在今年使用，充实了年初可用财

政资金，降低了专项债发行的急迫性。不过，从 2月起，新增专项债供给已开始放量，这

将带动后续政府性基金支出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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