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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2024 年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0877 亿元，同比下降 2.3%；一

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69856 亿元，同比增长 2.9%。全国政府性

基金预算收入 10394 亿元，同比下降 4%；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7798

亿元，同比下降 15.5%。 

平安观点： 

 一季度公共财政收入增势低迷，主要是基于去年同期中小微企业缓税入库

抬高了基数、以及去年年中出台的部分减税政策存在翘尾减收效应，但扣

除这两项特殊因素影响后，今年一季度公共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2.2%左右，

但仍保持了恢复性增长的势头。 

 分税种来看，增值税、个人所得税、印花税和资源税致使税收收入承压，

消费税、车辆购置税以及土地和房地产相关税收的增长则是积极因素。去

年出台的一系列减免政策是增值税与个人所得税减收的重要原因。消费税

的大幅增长源于与居民消费关联性较高的服务行业复苏，汽车行业的高速

增长推动了去年车辆购置税的大幅增长。而土地和房地产相关税收增长较

为亮眼，可能与财政部在今年 2 月份将 1 万亿元增发国债资金全部提前下

达给地方政府有关，这将有利于地方政府提高项目完工进度并形成实物工

作量，如为开展大中城市的城中村改造提供了配套资金。 

 尽管一季度财政收入增速略显低迷，但支出端仍保持了一定节奏和力度。

一季度公共财政支出完成全年预算进度的 24.5%，与去年同期基本相当。

国债资金提前下达和转移支付资金快速拨付为地方政府加快支出进度提

供了有力保证。同时，财政资金对基建领域支持明显增强，尤其偏重于农

林水事务和城乡社区事务两项；而对民生领域支出力度有所下降，主要受

到卫生健康支出减少的拖累。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受到土地出让收入降幅收窄的支持，2024 年一季度

政府性基金收入全年完成预算进度为 14.7%，要高于 2022 和 2023 年，

表明 2024 年政府性基金收入有所改善。政府性基金支出同比下降主要与

今年专项债发行力度和节奏偏弱有关，去年 1-3 月新增专项债发行规模为

13568 亿元，而今年 1-3 月新增专项债发行规模仅 6000 多亿元，不及去

年同期半数。从目前各省的专项债发行计划来看，预计 4-6 月将发行新增

专项债 1.2 万亿，如果按此进度，今年上半年新增专项债发行规模将比去

年少 4000-5000 亿。 

 总体上，一季度广义财政支出同比为-1.5%，较 1-2 月累计同比回落，财

政对经济的支持有待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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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财政收入增势相对低迷 

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0877 亿元，同比下降 2.3%，分中央和地方看，一季度，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5805亿

元，同比下降 6.5%；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 35072 亿元，同比增长 1%。全国财政在收入端略显疲乏、增势相对低迷

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去年同期中小微企业缓税入库抬高了基数。2023 年一季度由于大量的缓税入库，导致 2023 年一季度财政收入进入

高基数状态，这部分税收主要来自于 2022 年疫情期间针对制造业、餐饮、零售、旅游、交通运输等行业的缓税缓费政策。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统计，2022 年全年缓税缓费超过 7500 亿元，部分税收自动归并到 2023 年一季度。 

二是，去年年中出台的部分减税政策存在翘尾减收效应。2023 年 8 月，财政部分别出台了关于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利息

收入免征增值税以及对月销售额 10 万元以下的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的税收优惠政策，客观上增加了今年一季度税收收

入大幅增长的难度。 

三是，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呈现分化趋势。虽然非税收入同比增长 10.1%，但难以对抗占比更大的税收收入同比下降4.9%

对财政所带来的下行压力。 

根据财政部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的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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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可比增长 2.2%左右，仍处于恢复性增长的态势。 

图表1 一季度公共财政收入增势低迷 

 

图表2 税收收入与非税收入呈现分化趋势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分税种来看，一季度增值税、个人所得税、印花税和资源税致使税收收入承压，消费税、车辆购置税以及土地和房地产相关

税收的增长则是积极因素。 

 国内增值税 20049 亿元、个人所得税 4240 亿元，分别同比下降 7.1%和 4.5%，主要由于去年出台了大量的增值税和

个人所得税减免政策。其中，个人所得税降幅较 1-2 月明显收窄，表明其节奏受到春节因素影响较大。 

 消费税 5111 亿元，同比增长 10%。主要基于文旅消费、先进制造业等行业税收较快增长，与居民消费关联性较高的住

宿和餐饮业税收增长 44.7%，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税收收入增长 26.7%，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税收收入增长 6.8%，

零售业税收收入增长 5.7%。 

 车辆购置税 700 亿元，同比增长 10.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信息显示，2024 年一季度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660

万辆和 672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6.4%和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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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和房地产相关税收中，房产税 1051 亿元，同比增长 21%；城镇土地使用税 619 亿元，同比增长 12.3%；土地增

值税 1815 亿元，同比增长 0.7%；耕地占用税 499 亿元，同比增长 21.5%。土地和房地产相关税收增长较为亮眼，可

能与财政部在今年 2 月份将 1 万亿元增发国债资金全部提前下达给地方政府有关。这将有利于地方政府提高项目完工

进度并形成实物工作量，如为开展大中城市的城中村改造提供了配套资金。 

图表3 2024 年一季度各税种收入增长情况及占比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二、 公共财政支出偏向基建领域 

尽管一季度财政收入增速略显低迷，但支出端仍保持了一定节奏和力度。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69856 亿元，同比

增长 2.9%。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 8004 亿元，同比增长 10.5%；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61852 亿元，同比增

长 1.9%。一季度公共财政支出完成全年预算进度的 24.5%，与去年同期基本相当，财政支出能保证较高力度的原因是：第

一，2023 年四季度增发国债的 1 万亿元资金，大部分于今年使用，且在今年 2 月底前财政部已将 1 万亿元增发国债资金全

部下达到地方。第二，2024 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 10.2 万亿元，可比增长 4.1%，截至 4 月上旬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已下

达 8.68 万亿元，占年初预算的 85.1%。资金的高效拨付是各项支出能够顺利开展的重要原因。 

图表4 一季度公共财政支出进度快于收入 

 

图表5 一季度公共财政对基建的支持力度增强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注：基建类包括节能环保、城乡
社区事务、农林水事务、交通运输四类；民生类包括教育、卫生健
康、社会保障和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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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支出的具体领域来看，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2708 亿元，同比增长 3.7%；教育支出 10436 亿元，同比增长 2.5%；城乡

社区支出 5614 亿元，同比增长 12.1%；农林水支出 5185 亿元，同比增长 13.1%；住房保障支出 2049 亿元，同比增长 7.8%。

财政资金对基建领域支持明显增强，尤其偏重于农林水事务和城乡社区事务两项；而对民生领域支出力度有所下降，主要受

到卫生健康支出减少的拖累。同时，根据财政部，今年财政资金支出的一大亮点在于针对推进关键技术和关键产业专门安排

了制造业领域的专项资金，包括实施新一轮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财政支持政策，将安排 30 亿元资金支持首批 20个左右

试点城市“智改数转网联”，提升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另外，还安排 30 亿元用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培育

工业互联网平台，促进数字经济进一步转型升级。 

图表6 2024 年一季度公共财政支出向基建领域倾斜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三、 广义财政支出增速下滑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方面，一季度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10394 亿元，同比下降 4%。其中，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1024 亿元，同比增长 13.2%；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 9370 亿元，同比下降5.6%。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受到土地出

让收入降幅收窄的支持。同时，2024 年一季度政府性基金收入全年完成预算进度为 14.7%，要高于2022 和 2023 年，表明

2024 年政府性基金收入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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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7 一季度政府性基金支出进度明显弱于去年同期 

 

图表8 一季度土地出让收入降幅收窄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方面，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7798 亿元，同比下降 15.5%。其中，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支出

345 亿元，同比增长 38.1%；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7453 亿元，同比下降 16.2%。政府性基金支出同比下降主要与今

年专项债发行力度和节奏偏弱有关，去年 1-3 月新增专项债发行规模为 13568 亿元，而今年 1-3 月新增专项债发行规模仅

为 6000 多亿元，不及去年同期半数。从企业预警通统计的各省的专项债发行计划来看，预计 4-6 月将发行新增专项债 1.2

万亿，如果按此进度，今年上半年新增专项债发行规模将比去年少 4000-5000 亿。总体上，一季度广义财政支出同比为-1.5%，

较 1-2月累计同比回落，财政对经济的支持有待提速。 

图表9 一季度地方专项债新增规模明显少于去年同期 

 

图表10 一季度广义财政支出增速同比下降 

 

 

 

资料来源:wind，企业预警通，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风险提示：稳增长政策落地效果不及预期，产能周期下行幅度和时间超预期，海外经济衰退程度超预期，房地产企业信用风

险蔓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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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解及分析方法。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分析员于发出此报告日期当日的判断，可随时更改。此报告所指

的证券价格、价值及收入可跌可升。为免生疑问，此报告所载观点并不代表平安证券的立场。 

平安证券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可能参与此报告所提及的发行商的投资银行业务或投资其发行的证券。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 版权所有。保留一切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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