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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前 11 月（下称前 11 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 169489 亿元，同比增长-5.3%，维持 5 月以来增势上行，

这受益于国民经济增速持续修复的影响。从结构来看，大规模

减税降费叠加及疫情之下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税收收入维持 2

月份以来持续负增，但增势自 5 月以来回弹。五大税种之中，

仅个税收入因低基数因素而正增。非税收入主因高基数因素和

减轻涉企收费负担等影响，2020 年以来加剧负增。 

前 11 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07846 亿元，同比

增长 0.7%，系 2 月以来首次回正。从结构来看，债务付息/社

保和就业/卫生健康/农林水事务支出增速较快，城乡社区事务/

节能环保/科技/交通运输/文旅体育与传媒支出负增，突出体现

了财政收支紧平衡状态下，支出力保基层运转、力促民生稳定

的意图。其中，债务付息支出增速最快，突出反映地方债余额

持续增长的事实，间接反映近期地方债高速增长的事实，而地

方债尤其专项债承载稳增长、惠民生等功能。社保和就业支出

增速居于其次，这对于 3 月份以来城镇失业率持续下行具有推

动作用。前 11 月，一般公共预算赤字达 3.84 万亿元，超过全

年 3.76 万亿元赤字目标，12 月份需动用预算稳定调节资金或

当月实现财政盈余等以完成全年财政赤字目标。 

前 11 月累计，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72672 亿元，同

比增长 6.7%，维持自 7 月以来加速正增，主因地方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收入增势加速正增，而这有利于减缓专项债偿债压

力，并且间接推动政府性基金支出高增。前 11 月累计，全国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95553 亿元，同比增长 25.8%，自 6 月以

来加速正增，主因除国有土地出让金支出之外的其余政府性基

金支出总体规模激增，反映了 2020 年以来政府性基金支出的

结构性变化。 

 

摘 要 

 

相关研究报告： 

1.《收入增速回弹，支出力保民

生——2020 年前 11 月财政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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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负增势头缓和，税收与非税收入增势互逆 

2020 年前 11 个月（下称“前 11 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69489 亿元，同比增长-5.3%，较前值-5.5%

的降势继续收窄，维持 5 月份以来负增长势头持续放缓局面，表明一般预算收入状况继续边际改善，这受益于近期

国民经济增速持续修复的影响。据国家统计局显示，二季度以来GDP 增速持续上行，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0.7%，

成功由负转正；10 月、11 月国民经济延续恢复态势，其中，11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5%，较前值加快

0.7 个百分点，前 11 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2.6%，较前值加快 0.8 个百分点，11 月进出口额同比增长 7.8%，较前值

加快 3.2 个百分点。 

根据财政部做的2020年度中央和地方财政预算，2020年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180270亿元，增长-5.3%。

目前 2020 财年已接近尾声，前 11 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已完成全年预算的 94.02%，剩余收入缺口为 10781 亿元。

从往年 12 月当月一般预算收入来看，最近 4 年的 12 月当月一般预算收入均超过 1.08 万亿元（2016 至 2019 年分别

为 11301.75 亿元、10819.14 亿元、11019.32 亿元、11415 亿元）且大致实现平稳增长，在国民经济持续恢复的局面

下，2020 年 12 月份完成全年一般预算收入目标或无明显压力。 

 
图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及其税收、非税收入累计增长态势（单位：%） 

资料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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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近期宏观经济增长态势（单位：%） 

资料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前 11 月税收收入 144227 亿元，同比增长-3.7%，但较前值-4.6%继续回升，维持 5 月份以来的上行态势。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前 10 月全国新增减税降费 22301.61 亿元，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和整个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系税

收收入负增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五大主力税种仅个人所得税收入累计增长 10.1%，国内增值税、企业所得税、

国内消费税、进口环节消费税与增值税收入呈现-2.2%乃至-10.2%的累计负增长。个税收入正增主要受低基数影响，

2019年各月累计个税收入因19年新政影响而持续负增，前11月累计增长-26.8%；其增速上行同样受个税新政影响，

根据新政，预扣预缴个税的累计预扣呈现逐月递增。值得注意的是，自 2021 年起，在纳税人累计收入不超过 6 万

元的月份，税务部门暂不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这或将导致 2021 年上半年个税收入增速面临下行压力。 

从除个税以外的四大税种收入增势变化来看，5 月份以来均大致呈现止跌回升态势，这与整个国民经济走势变

化有关。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今年下半年无论生产还是需求，都处于稳步回升局面，据国家统计局发言人表示，

今年四季度经济增长有望比三季度继续加快。我们认为，国民经济持续恢复有望助推 12 月份以五大税种为主的税

收收入增速保持上行。 

-8

-6

-4

-2

0

2

4

6

8

10

2
01

4
-0
3

20
14

-0
6

2
01

4
-0
9

20
14

-1
2

2
01

5
-0
3

20
15

-0
6

2
01

5
-0
9

20
15

-1
2

2
01

6
-0
3

20
16

-0
6

2
01

6
-0
9

20
16

-1
2

2
01

7
-0
3

20
17

-0
6

2
01

7
-0
9

20
17

-1
2

2
01

8
-0
3

20
18

-0
6

2
01

8
-0
9

20
18

-1
2

2
01

9
-0
3

20
19

-0
6

2
01

9
-0
9

20
19

-1
2

2
02

0
-0
3

20
20

-0
6

2
02

0
-0
9

GDP:不变价:当季同比 GDP:不变价:累计同比



 

    

                     4/ 12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免责声明 

远东研究·财政研究 

2020 年 12 月 18 日 

 

图 3: 五大主力税种收入增势变化（单位：%） 

资料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图 4：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态势（单位：%） 

资料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非税收入方面，前 11 月累计 25262 亿元，同比增长-13.7%，系 2007 年以来前 11 月同比最低值。图 1 显示，

前 11 月非税收入增速大致呈现加剧负增态势，表明非税收入面临下行压力，与税收收入增势止跌回升恰巧相反，

这与 2019 年非税收入高基数因素和 2020 年涉企收费减负有关。2019 年，为了弥补税收收入减收，各级政府在压

减一般性支出、“三公”经费的同时，增加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推动非税收入同比增长 20.2%（其中

前 11 月累计同比增长 25.4%），非税收入绝对额创历史新高。2020 年以来，应对疫情冲击等不利环境，在中央政

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坚决整治涉企违规收费”“涉及就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全部取消”等政策引导下，企业负担

持续减轻，全国行政事业性收费、地方教育费附加等专项收入呈现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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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历年前 11 月非税收入累计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二、一般预算支出增势首度返正，疫情之下支出“保基层、保民生”态度鲜明 

前 11 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07846 亿元，同比增长 0.7%，系 2020 年 2 月以来首次正增长。受 2020

年疫情之下全国一般预算收入累计增速维持负增和财政收支压力等影响，前 10 月一般预算支出累计增长-0.6%。根

据财政预算，2020 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247850 亿元（含中央预备费 500 亿元），增长 3.8%，前 11 月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实际完成全年计划的 83.86%，明显低于 91.53%的时间进度。截至 11 月底，一般预算收支相抵完成

赤字额 38357 亿元，超出全年赤字目标（37600 亿元）757 亿元，超额 2.01%。由此可见，12 月份需一般预算盈余

或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因素以实现全年财政赤字目标。 

2020 年 2 月，财政部部长刘昆在《求是》杂志发文指出，今后一段时间，财政整体上面临减收增支压力，财

政运行仍将处于“紧平衡”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向内挖潜，坚持优化结构、盘活存量、用好增量，提高政策

和资金的指向性、精准性、有效性，确保财政经济运行可持续。从 2020 年前 11 月财政收支实际运行来看，尽管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和支出均呈现增速止跌回升，但前 11 月累计，一般预算收入维持负增长、一般预算支出 11 月份首

现 0.7%的累计正增，接近于零增长，这表明为应对疫情冲击，贯彻“六稳”“六保”等方针，2020 年以来财政收

支持续面临减收增支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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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一般预算支出增速变化（单位：%） 

资料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从一般预算支出内部看，前 11 月，债务付息、社保和就业、卫生健康、农林水事务、教育支出分别累计增长

16.1%、9.8%、9.4%、7.7%、1.6%；城乡社区事务、节能环保、科技、交通运输、文旅体育与传媒则分别累计增长

-24%、-13.6%、-4.5%、-1.6%、-0.7%，如图 7 所示。这除了反映地方债余额增长与付息压力提升之外，还鲜明体

现了疫情之下和财政收支紧平衡压力之下，财政支出力抓基层民生、力保基层运行稳定的特点。 

 
图 7：一般预算支出细项前 11 月累计增速比较（单位：%） 

资料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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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前 11 月债务付息支出累计 9038 元，同比增长 16.1%，与近年以来地方债余额持续增长明显有关。图 8

显示，2017 年以来，历年前 11 月债务付息支出随同地方债余额增长而增长，且增速保持一定的同步性。截至 11

月底，受逆周期财政政策推动下地方债发行额增长（前 11 月地方债发行额 62602 亿元，同比增长 44.76%）的影响，

地方债余额达到 253558.39 亿元，同比增长 20.11%。债务付息支出高增长，还间接反映了我国为应对疫情冲击等不

利影响，近期地方债尤其专项债大规模放量，从而发挥稳增长、惠民生等经济和社会功能。 

 

图 8：债务付息支出随地方债余额增长而增长 

资料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前 11 月社保和就业支出增速（9.8%）在图 7 所示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0 大细项中仅次于债务付息支出

增速（16.1%），远远高于一般预算支出整体增速（0.7%），体现了财政实践对于中央明确的“六稳”“六保”

方针的现实贯彻，表明了财政收支紧平衡状态下，财政支出优先保障基层民生稳定的政策意图。2020 年初，

受疫情冲击，城镇新增就业人数滑坡、失业率有所增长，2 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从前值 5.3%升至 6.2%。2020 年 4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不仅强调加大“六稳”工作力度，还提出“六保”任务。进入 3 月份以来，社保与就业支出持

续加码叠加疫情防控形势好转和复工复产顺利进行，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扭转抬升局面，实现持续缓降，如图 10

所示。11 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较最高 2 月份 6.2%低 1 个百分点，进一步低于 7%的失业率警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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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近期社保和就业支出增速及其与一般预算支出整体增速比较（单位：%） 

资料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图 10：近期城镇新增就业与失业状况对比（单位：%） 

资料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三、政府性基金收支均呈持续回暖局面，背后动因截然不同 

前 11 月累计，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72672 亿元，同比增长 6.7%，维持自 7 月以来的加速正增态势，主因

同期占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绝大部分的地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增势以加速正增为主。前 11 月累计，地

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同比增长 12.9%，维持自 9 月以来的两位数增长，表明了近期土地市场强劲的态势。今

年下半年，100 大中城市成交土地总价按月累计值增速维持 14%以上的持续高速增长局面。该局面除了助推政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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