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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4月22日财政部就一季度财政收入情况召开新闻发布会：2024年一季度“一本账”

财政收入6.08万亿元，同比-2.3%，扣除特殊性因素影响后，可比增长2.2%，财政支出6.98

万亿，同比增长2.9%。“二本账”收入1.03万亿元，同比-4.0%，支出仅1.78万亿元，同

比-15.5%。总体来看，“一本账”收入平稳，支出增速有小幅回落，但财政支出强度达

115%，仍高于过去五年均值水平（108.7%），而“二本账”收支均大幅低于同期。

一、“基数因素”和“量升价降”之下，税收收入短期承压。一本账收入增速仍然持续

为负，尤其是税收收入累计同比-4.9%，其中主要是增值税的增速降幅进一步扩大，今

年一季度增值税累计比去年降低1528亿元，拖累财政收入降低2.45%、税收收入降低

2.95%。这也是财政部新闻发布会所提及的不可比因素影响——“2022年对于中小微企业

的部分缓税在2023年年初入账，对于今年一季度增速有基数效应的影响”。对于今年一

季度财政收入增速的基数影响主要是增值税的增速波动较大。我们认为，鉴于增值税收

入占比较大且后续的同比基数进一步抬升，预计会对于今年后续整体税收收入增速产生

持续负向拉动作用。其次，结合经济和物价数据来看，我们认为当前税收收入承压或许

还与经济“量升价降”有较大关联，即我国增值税以商品或服务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

值额作为税基，因此生产价格和工业增加值的降低也是税收降低的影响因素之一。

二、“结余资金+国债前置”之下，一本账支出偏强，稳定基建增速。一本账3月份支出

增速有所回落，但鉴于1-2月份中央财政的靠前发力，2024年一季度整体财政支出仍然维

持了较高的增速和支出强度，其中主要源于两方面的财力支持：一是去年增发的万亿国

债大部分在今年使用，年初财政“余粮”较高，这部分资金规模大概在6000-8000亿左右；

二是今年国债发行显著前置，一季度新增国债限额使用进度为14.4%，显著高于过去五年

均值3.3%，也高于去年的7.2%，这部分比去年多出的资金规模大概在2400亿左右。此外，

在支出结构上仍然偏向基建稳增长逻辑，1-3月份基建四项合计支出15148亿元，累计同

比增长7.58%，支出增速虽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仍高于其余几项支出，这也是年初专项债

发行进度大幅偏慢，但基建投资仍能保持平稳增长的主要因素。

三、土地收入及专项债发行同比降低，广义财政收支持续偏弱。2024年一季度广义财政

收支偏弱主要是土地收入的降低和专项债发行进度的偏缓。其中，土拍收入降低在预期

之内，且根据土地成交总价的高频数据来看，4月份土地出让收入仍存在下探可能，需要

密切关注后续房地产相关政策的调整。其次，专项债发行偏缓背后或存在以下因素：一

是化债政策调整使得部分重点地区新增债务和投资受限；二是部分专项债项目或与去年

年底开始申报的超长期特别国债项目重合；三是部分专项债投资项目也受地产低迷影响，

收益率及配套项目资金或有所降低。

四、广义财政加码“箭在弦上”。鉴于一本账年初的靠前发力和去年新增国债的资金拨

付完毕，后续稳增长政策有赖于广义财政发力。其中专项债方面根据目前各省披露的二

季度专项债发行计划，合计新增专项债规模为1.16万亿，已显著大于一季度的净融资规

模6668亿元。特别国债方面，此前4月17日发改委在新闻发布会中提及已进入“方案审批

阶段，本次新闻发布会中，财政部也提出“下一步将密切关注国债供需变化，适当增加

供给规模，并研究调降单人购买限额”，结合两场发布会的内容，我们认为5-6月份或是

合适的发行时间节点。综合专项债及超长期特别国债的相关信息来看，广义财政发力目

前已是“箭在弦上”，二季度将开始提速，三季度或是发行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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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数因素”和“量升价降”之下，税收收入短期承压

今年一季度全国公共预算收入 60877 亿元，同比下降 2.3%，扣除特殊性因素影响后，可比增

长 2.2%左右，一季度财政收入完成全年预算进度的 27.2%，略低于过去五年均值水平的 27.4%，总

体平稳，如图 1 所示。一季度财政支出 69856 亿元，累计同比增长 2.9%，较上月 6.7%高增速有所

回落，一季度财政支出完成进度 24.8%，略高于过去五年均值水平 24.0%。总体来看，1-3 月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平稳，支出增速有小幅回落，但财政支出强度达 115%（支出/收入），高于过去五年

均值水平（108.7%），如图 2 所示。

图 1：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及支出累计同比增速 图 2：公共预算支出强度（支出/收入）仍高于历年同期水平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需要注意的是，收入端增速仍然持续为负，尤其是税收收入累计同比-4.9%。其中主要是增值

税的增速降幅进一步扩大，今年一季度增值税累计同比增速进一步降至-7.1%（前值：-5.3%），

绝对值比去年降低 1528 亿元，拖累财政收入降低 2.45%、税收收入降低 2.95%。这也是财政部新闻

发布会所提及的不可比因素影响——“2022 年对于中小微企业的部分缓税在 2023 年年初入账，对

于今年一季度增速有基数效应的影响”，即对于今年一季度财政收入增速的基数影响主要是增值税

的增速波动较大。而根据 2023 年增值税增速来看，一季度增速为 12.2%，之后增速进一步上升，

如图 4 所示。我们认为，鉴于增值税收入占比较大且后续的同比基数进一步抬升，预计会对于今年

后续整体税收收入增速产生持续负向拉动作用。

图 3：2024 年 2 月及 3 月各项税收累计同比增速（%） 图 4：2023 年增值税基数抬升或将持续影响后续几个月的收入增速（%）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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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结合经济和物价数据来看，我们认为当前税收收入承压或许还与经济“量升价降”有较

大关联，即我国主要税种中增值税直接与价格挂钩，其他各项税种也与名义 GDP 关联更大。由于

税收主要与名义 GDP 挂钩，自去年二季度名义与实际 GDP 增速反转之后，税收收入增速开始回落，

并在今年开始低于经济增速。增值税以商品或服务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税基，因此生产

价格和工业增加值是其主要影响因素，而从 3 月经济数据来看，工业增加值增速有所回落（7%→6.1%）

及 PPI 进一步下探（-2.5%→-2.7%）。

图 5：增值税与 PPI 当月同比增速显著相关（%） 图 6：工业增加值与增值税累计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二、“结余资金+国债前置”之下，一本账支出偏强，稳定基建增速

3 月份支出增速有所回落，但鉴于 1-2 月份中央财政的靠前发力，2024 年一季度整体财政支出

仍然维持了较高的增速和支出强度，主要源于两方面的财力支持：一是去年增发的万亿国债大部分

在今年使用，年初财政“余粮”较高，这部分资金规模大概在 6000-8000 亿左右；二是今年国债发

行显著前置，一季度新增国债限额使用进度为 14.4%，显著高于过去五年均值 3.3%，也高于去年的

7.2%，这部分比去年多出的资金规模大概在 2400 亿左右。

此外，在支出结构上仍然偏向基建稳增长逻辑。1-3 月份基建四项合计支出 15148 亿元（如图

7 所示），累计同比增长 7.58%，支出增速虽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仍高于其余几项支出（如图 8 所

示），这也是年初专项债发行进度大幅偏慢，但基建投资仍能保持平稳增长的主要因素。

图 7：节能环保、城乡社区、农林水、交通四项基建支出绝对值水平（亿元）图 8：全国公共预算主要支出项目累计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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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收入及专项债发行同比降低，广义财政收支持续偏弱

2024 年一季度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 10394 亿元，同比增长-4.0%，增速由正转负。其主要是地

方土地出让金收入增速大幅降低至-6.7%。1-3 月份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进度 14.7%，低于过去 5

年均值水平（16.3%）。政府性基金收入大幅降低之下，全国政府性基金支出仅 17798 亿元，同比

降低 15.5%，增速进一步降低，支出完成进度 14.8%，落后于过去五年均值水平（16.7%）。广义财

政收支偏弱主要是土地收入的降低和专项债发行进度的偏缓。

图 9：全国政府性基金收支累计同比增速 图 10：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进度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图 11：全国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进度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其中，土拍收入降低在预期之内。上个月土地收入与去年同期持平，与土地成交总价的高频数

据有所出入，我们在 1-2 月财政分析中便提出，这其中或有入账时间因素的影响，且鉴于土地出让

收入与国房景气度的背离，以及季节性因素，3 月土地收入或有下行趋势。目前来看，基本与预期

一致，且根据截止上周的土地成交总价高频数据来看，4 月份土地出让收入仍存在下探可能，需要

密切关注后续房地产相关政策的调整，如图 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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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土地出让收入与国防景气度剪刀差有所收敛 图 13：土地成交总价与土地出让金收入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其次，专项债发行偏缓背后或存在以下因素：一是化债政策调整使得部分重点地区新增债务和

投资受限；二是部分专项债项目或与去年年底开始申报的超长期特别国债项目重合；三是部分专项

债投资项目或受地产低迷影响，收益率及配套项目资金或有所降低，过去我国通过专项债投向的基

建往往是城市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项目收益率与人口迁入及土地开发有较大相关性。

四、广义财政加码“箭在弦上”

今年首次发行的特别国债在资金使用上与专项债均计入广义财政收支的政府性基金预算，鉴于

一本账年初的靠前发力和去年新增国债的资金拨付完毕，我们认为后续稳增长政策有赖于广义财政

发力。

其中专项债二季度发行规模已大幅提升，且全年发行规模仍符合预期。根据目前各省披露的二

季度专项债发行计划，合计新增专项债规模为 1.16 万亿，这一规模显著大于一季度的净融资规模

6668 亿元，项目和资金需求确实较为充足，如果二季度专项债券全部如期发行将完成全年进度的

47%。本次财政部在新闻发布会中在提及专项债发行时也回应“专项债总体全年发行规模仍然符合

预期”，这意味着在专项债二季度发行提速之后，下半年还有约 2 万亿的发行额度。

图 14：地方政府债券 Q1 实际发行与 Q2 计划发行规模（亿元） 图 15：历年专项债发行进度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特别国债方面，已在审批阶段，预计 5-6 月启动发行。此前 4 月 17 日发改委在新闻发布会中

提及已进入“方案审批阶段，本次财政部新闻发布会中，在提及国债销售“一债难求”情况时，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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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也提出“下一步将密切关注国债供需变化，适当增加供给规模，并研究调降单人购买限额”，

结合两场发布会的内容来看，我们认为从审批流程及资金衔接的角度来看，5-6 月份或是合适的发

行时间节点。

综合专项债及超长期特别国债的相关信息来看，广义财政发力目前已是“箭在弦上”，二季度

将开始提速，三季度或是发行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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