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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论 

⚫ 事件：2022 年 12 月 20 日财政部公布最新的财政收支情况，1-11 月累计，全国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 185518 亿元，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 6.1%，按自然口径计算下

降 3%，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27255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6.2%。2022 年 1-11

月累计，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 6 万亿元，同比下降 21.5%，全国政府性基金支出 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5%。 

⚫ 税收逐渐回暖。按自然口径计算，11 月税收收入累计同比增速为-7.1%（前值-

8.9%，下同），剔除减税降费后为 3.5%（2.4%）；当月同比增速为 28.4%

（15.2%）。分项来看：（1）增值税持续恢复。其中增值税累计同比增速为-26.2%

（-29.1%），剔除减税降费后为 3.4%（2.7%）；（2）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同

样修复。企业所得税累计同比增速为 3.8%（3.5%），12 月不是常规的企业所得税

缴税大月，且延缓缴纳的税费最早一批也是在明年 1 月上缴，预计 12 月累计同比读

数变化幅度不会过大；个人所得税累计同比为 8%（8.5%），下行幅度略有收窄；

（3）地产相关税收修复缓慢，11 月契税、土地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耕地占用

税四项合计累计同比增速为-11.7%（-11.9%）。 

⚫ 值得注意的是，中央税恢复程度明显好于地方，或说明财政正在加快部分中央税的

入库节奏，可能是为提前下达 2023 年资金考虑。11 月中央一般公共财政收入同比

增长 2028 亿元，而地方仅 367 亿元。其中，消费税当月同比增长 704 亿元，同比

增速 156.8%，从规模上看往年 Q4 都是消费税淡季，在消费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今

年却已连续 2 个月消费税维持在接近 Q2-Q3 的水平。其余如进口环节消费税和增值

税、交易环节印花税合计贡献增长 654 亿元。此外，由于近期出口走弱，出口退税

同比减少也被动贡献 207 亿元。 

⚫ 非税收入拉动作用逐渐回落。11 月非税收入累计同比增速为 22.2%（23.2%），拉

动一般公共财政收入累计同比增长 3.1 个百分点（3.2 个），预计全年会维持在较高

水平。 

⚫ 民生领域支出更具韧性。11 月一般公共财政支出增速回落，各分项基本延续了前期

态势：（1）基建相关（节能环保、城乡社区事务、农林水事务、交通运输四项）支

出增速回落，累计同比增速为 2%（2.5%），累计占比为 22.3%（22.3%）；（2）

民生领域（卫生健康、教育支出、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

出）支出增速逐渐上行，累计同比增速为 8%（7.6%）。其中，卫生健康支出累计

同比增速为 15.3%（12.6%），为主要贡献；其余三项累计同比增速为 6.2%

（6.3%），基本和支出整体增速同幅度波动。 

⚫ 土地收入低迷，政府性基金支出增速落至预算之下。11 月政府性基金收入累计同比

增速为-21.5%（-22.7%），改善幅度有限。支出累计同比增速 5.5%（9.8%），而

预算增速为 5.9%。 

⚫ 税收回暖、支出韧性，土地拖累下政府性基金收支双弱，这些依然是当下财政的主

要特征。 展望后续，我们认为今年还有如下看点：（1）民生端的支出会更有韧

性，保就业、保民生等各项政策措施所需的资金将进一步落到实处；（2）中央税收

提前入库以及部分专项资金提前下达均有可能延续。除了 10 月提前下达的 6032.5

亿元以外，11 月再次下达水利相关资金 941 亿元，同口径较 2022 年提前下达金额

增加 44 亿元，自然也需要加快部分较容易把握入库节奏的税种的入库节奏（主要为

中央税）以缓解财政收支两端时间上的错配。此外，地方层面上广东、河南等省份

也有提前下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困难群众救助补助等方面的专项资金。 

⚫ 风险提示： 疫情对财政收支的影响还有很大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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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一般公共财政收支累计同比（%）  图 2：一般公共财政收入进度（%）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图 3：一般公共财政支出进度（%）  图 4：一般公共财政收入分项累计同比（%）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备注：土地相关税收包含契税、土地增值

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用税 

 

图 5：一般公共财政支出分项累计同比（%）  图 6：政府性基金收支累计同比（%）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备注：涉及基建支出包括节能环保、城乡社

区事务、农林水事务和交通运输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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