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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2037 亿元，同比增长 8.6%；全国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63587 亿元，同比增长 8.3%。一季度，全国政府性基

金预算收入 13842 亿元，同比下降 25.6%；土地出让收入 11958 亿元，

同比下降 27.4%。 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24787 亿元，同比增长 43%。 

总体来看，一季度中国财政收入实现平稳开局，但主要是前两个月打

下的基础，3 月受国内疫情多点散发的影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财政收

入端受到明显冲击、支出端靠前发力。 

第一，受 1 一 2 月经济增长超预期、大宗商品价格高位波动以及缓税

收入集中缴纳入库的等因素带动，一季度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恢复性增长，

实现平稳开局；但 3 月以来疫情反复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3 月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增速快速回落。 

经济与财政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受到疫情相对稳定消费回升、“稳增

长”政策靠前发力带动基建和地产投资上升、外需支撑出口高增三方面因

素支撑，1-2 月经济超预期好转。同时，受到俄乌局势、海外疫情再爆发

等供给冲击影响，大宗商品价格仍持续高位，1-2 月 PPI 同比分别为 9.1%

和 8.8%。此外，2021 年第四季度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延缓缴纳部分税费，

陆续在 2022 年初申报缴纳入库，进一步带动财政收入回升。 

但 3 月以来，受国内疫情多点散发影响，实体经济下行压力与预期低

迷交织，财政收入恢复进程亦受到影响。一季度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

长 8.6%，较 1-2 月下降 1.9 个百分点；其中，3 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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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速仅为 3.4%，较 1-2 月回落 7.1 个百分点。 

第二，从财政质量看，一季度税收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84.5%，

财政收入质量整体保持较高水平，但 3 月以来税收收入增速由正转负，非

税收入加速增长，财政质量边际下降。一季度税收收入达到 52452 亿元，

同比增速为 7.7%，低于非税的 14.2%。其中，3 月税收收入同比增速-0.2%，

较 1-2 月大幅回落 10.3 个百分点。受到部分地区多渠道盘活闲置资产，以

及能源价格上涨带动石油特别收益金专项收入、矿产资源专项收入等增加

较多，3 月非税收入加速增长 14.9%，拉动一季度非税收入同比增速达到

14.2%，较 1-2 月加快 0.5 个百分点；非税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

重为 15.5%，较 1-2 月提高 3.8 个百分点。 

第三，分省份来看，大部分省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现正增长，其中

山西、新疆、陕西等资源型省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现较高增速。截至 4

月 21 日，21 个省份公布一季度财政收支数据，有 19 个省份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实现正增长。其中，受益于大宗商品价格维持高位，山西、新疆、陕

西等资源型省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较高，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分别

达到 51.4%、45.9%和 34.2%。 

第四，分税种来看，能源价格上涨、进出口贸易高景气和严监管下个

税补交带动一季度资源税、进口增值税消费税和个人所得税高增。但在疫

情冲击下，3 月个人所得税、消费税、增值税等增速大幅回落；土地和房

地产相关税收边际企稳、但整体仍旧低迷。一季度个人所得税、进口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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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消费税、资源税同比分别为 16.5%、24.2%和 94.2%，显著高于税收收

入整体增速的 7.7%。3 月受疫情冲击影响及高基数影响，个人所得税、国

内消费税、增值税增速分别为-51.3%、8.6%和-4%，较 1-2 月分别下降

98.1、10.1 和 10.1 个百分点。土地和房地产相关税收仍较低迷。3 月契税、

土地增值税同比分别下降 17.3%%和增长 25.7%，增速较 1-2 月分别提高

8.5 和 27.1 个百分点。 

第五，财政支出靠前发力、进度明显加快，主要源于“需求收缩、供

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下，上半年稳增长压力较大。财政平衡短期

稳增长和中长期改革，民生支出有保障、基建支出保持较高增速。一季度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 8.3%，显著高于 2020-2021 年同期两年平均

增速的 0.1%。从支出进度上看，一季度完成全年预算支出进度的 23.8%，

为近三年最高值。其中，一季度民生相关（教育、社会就业和卫生健康）

的支出接近 2.7 万亿元，占总支出比重为 41.9%，略低于 2021 年同期的

42.4%，但仍处于有数据以来的较高水平，反映中国财政支出从基建转向

民生的中长期趋势。一季度基建相关（城乡社区、农林水、交通运输支出

和节能环保）的支出达到 1.36 万亿元，同比增长 8.4%，较 2020-2021 年

同期两年平均增速提高18.7个百分点，与适度超前开展基建相关。相应地，

一季度基建累计同比增长 10.5%，较 2020-2021 年同期两年平均增速提高

7.5 个百分点。 

第六，支出端压中央保地方，推动财力下沉，地方支出占比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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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2009 年同期以来新高。在财政紧平衡态势下，中央部门带头过紧日子、

压减自身支出，增加对地方转移支付的规模，推动财力向困难地区和欠发

达地区倾斜，支持地方“三保”。一季度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

4.5%，仅占全国财政支出的 10.7%，创 2009 年同期以来的新低。地方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 8.8%，在全国财政支出中占到 89.3%。 

第七，受土地市场低迷的影响，土地出让收入大幅走低，拖累政府性

基金预算收入。2021 年下半年以来，商品房销售和土地市场降温明显，尽

管四季度以来房地产相关政策有所松绑，但受居民预期转弱影响，商品房

销售仍然低迷。一季度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同比分别下降 13.8%和

22.7%。在地方政府推地节奏放缓、房企拿地偏谨慎等多重因素叠加下，

土地市场维持低温态势。一季度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同比下降 25.6%，其

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同比下降 27.4%。分省份来看，由于一季度

已披露政府性基金收入的省份较少，采用 1-2 月数据来看，15 个省份中有

14 个省份 1-2 月政府性基金收入负增长，其中内蒙古、云南、吉林 1-2 月

政府性基金收入分别为-70.3%、-69.8%和-59.6%。伴随调控政策边际放

松，热点城市陆续启动新一轮集中供地，二季度整体土地出让收入大概率

仍然延续负增长，但降幅可能收窄。在区域分化加重的背景下，部分中西

部地区土地财政下行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 

第八，在专项债发行进度加快以及去年低基数的双重影响下，政府性

基金支出进度加快。在专项债加快发行使用背景下，一季度政府性基金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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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同比 43.0%，不仅大幅高于 2021 年同期的-12.2%，也高于 2021 年的

全年增速-3.7%。开年以来，专项债发行使用加快，一季度新增专项债共发

行 12981 亿元。其中，提前下达额度累计发行 1.25 万亿，完成提前下达

额度的 86%；各级财政部门累计向项目单位拨付债券资金 8528 亿元，占

已发行新增专项债券的 68%。 

短期来看，疫情影响未充分显现，二季度经济或面临更大下行压力，

叠加大规模留抵退税政策、延续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财政收入增

速或进一步下行、加剧财政紧平衡态势。需在保障支出力度对冲经济下行

压力的同时，关注地方财政风险。 

一方面，国内多地暴发的疫情影响尚未在 3 月数据中充分显现，二季

度经济或面临更大下行压力，致使财政收入进一步放缓。一是疫情冲击或

集中在 4 月乃至二季度。若疫情反弹和严格防控持续，工业生产和出口将

受到更大冲击。二是房地产惯性下滑势大力沉，房地产销售和投资过快下

行，进一步加大经济下行风险。同时，房企拿地意愿低迷，土地财政持续

承压。三是当前经济需求收缩和供给冲击将加剧预期转弱，居民和企业的

消费、投资意愿低迷，市场信心不足，导致需求进一步收缩，形成恶性循

环。 

另一方面，1.5万亿元的大规模留抵退税政策自 4 月 1日起正式实施，

叠加延续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短期内将进一步加剧财政紧平衡的

态势。国家税务总局 19 日发布数据显示，4 月 1 日至 15 日已有 4202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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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留抵退税款退到 52.7 万户纳税人的账户。其中，小微企业是受益主体，

已获得退税的纳税人中，小微企业 51 万户，占比 96.8%，涉及退税金额

2422 亿元，占比 57.6%。事实上，小微企业作为本轮留抵税退的优先安排

对象，存量留抵税额将在 6 月底前一次性全部退还、增量留抵税额足额退

还，将持续加大二季度财政收入下行压力。 

总体来看，二季度财政收支矛盾将加剧，部分地方政府收入增速或大

幅下降，但同时防疫和纾困支出增加，减收增支加大基层财政压力。 

在当前时点下，财政既要对冲经济社会风险，更要确保自身风险可控；

既要发挥财政逆周期调节的总量调节功能，更要发挥结构性改革的作用，

在多重目标下行走：实现发展与安全的平衡、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平衡、减

税降费和财政可持续性的平衡、短期经济社会稳定与长期内生增长动力的

平衡。 

一是中央财政需继续加大对地方转移支付力度，推动财力向市县基层

下沉，避免地方因财力不足而在支出力度上打折，兜牢“三保”底线。 

二是加快发行专项债，加大对优质项目的投资力度，扩大有效投资，

尽快推动基建投资靠前发力，对冲需求收缩尤其是房地产下行和消费不振

的形势，同时扭转低迷的预期。 

三是积极落实好减税降费和退税的政策，落实好缓缴社保费，改善现

金流，提高市场主体抗风险能力。但在着力扩大减税降费力度的同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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