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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及 2022 年财政数据点评 
  
消费结构性复苏是 12 月财政收入的亮点 
  
消费结构性复苏是 12 月财政收入的亮点。卫生健康领域支出维持较高增速。
12 月土地出让金安排的相关支出降幅走扩。 

◼ 12 月公共财政收入实现 18185.00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61.11%，增幅较
上月走扩 36.49 个百分点。其中，当月税收收入实现 13788.00 亿元，同比
增速实现 67.31%，增幅较上月明显走扩 38.93 个百分点；非税收入规模
为 4397.00 亿元，同比增长 44.35%，增幅较上月明显走扩 36.90 个百分
点。 

消费结构性复苏是 12 月财政收入的亮点。着眼税收结构，增值税仍是 12

月占比最高的税种，对当月财政收入的支撑明显。12 月增值税同比增长
14.86%，增速较上月放缓 2.92 个百分点，但增值税对当月税收收入的贡
献仍然明显，拉动税收收入正增长 5.59 个百分点。回顾 2022 年，增值税
留抵退税是公共财政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据我们测算，2022 年全年，
我国共计完成增值税留抵退税 1.77 万亿元。 

11、12 月国内疫情防控政策持续优化，居民消费有复苏迹象，叠加年内
汽车消费持续较好，带动消费税收入提升。一方面，12 月国内消费税继
续维持较高增速，当月同比增长 63.48%，拉动当月税收收入同比增速上
行 5.19 个百分点；另一方面，进口环节增值税及消费税当月同比增长
48.41%，较上月加快 8.45 个百分点，拉动当月税收收入正增长 5.25 个百
分点。我们认为，尽管 12 月社零增速仍处于负区间，但消费税收入的较
高增速或说明当前国内消费正在结构性复苏。 

◼ 12 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 2.95%，增速较 11 月回落 1.85 个百
分点；其中，地方公共财政支出同比增长 4.85%，增速较 10 月回落 1.66

个百分点。12 月，在疫情因素的影响下，多领域财政支出进度放缓，卫
生健康领域支出是当月财政支出增速的主要拉动力之一。 

从单月数据看，12 月公共财政向基建相关领域支出增速有所回落，疫情
影响公共财政向基建领域的发力。具体来看，农林水支出同比下降 7.11 

%，降幅较 11 月走扩 1.66 个百分点；城乡社区支出同比增长 2.54 %，增
速较 11 月加快 3.22 个百分点；向交通运输支出同比下降 0.60 %，增速较
11 月下降 0.72 个百分点。但我们认为，基建是 2023 年扩内需的重要抓
手，预算内支出将持续向基建投资发力。 

◼ 12 月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规模 17448.00 亿元，同比下滑 17.15 %，降幅
较 11 月明显走扩 4.92 个百分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15680.00 亿
元，同比下滑 19.28%，降幅较上月走扩 5.87 个百分点；土地收入下滑，
仍是当月地方政府基金性预算收入增速回落的主要原因。 

12 月全国政府性预算支出 14622.00 亿元，同比下降 35.48%，降幅较 11

月走扩 14.25 个百分点，地方政府性预算支出 13222.00 亿元，同比下降
39.87%，降幅较 10 月走扩 19.09 个百分点，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收入安排的支出同比下降 28.74%，降幅走扩 16.58 个百分点。 

◼ 12 月国内疫情防控面临新形势，地方政府基金性预算支出安排进度有所
滞后；但需要注意的是，随着今年房地产政策的合理松动，土地使用权出
让收入增速有望上行。而土地出让金安排的支出是基建投资的重要资金
来源之一，有望为年内基建投资提供进一步的确定性。 

◼ 风险提示：海外衰退风险；地缘关系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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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 当月财政数据一览（自然口径） 

指标 当月值(亿元) 当月同比增速（%） 

公共财政收入 
 

18185.00 61.11 

税收收入 13788.00  67.31  

非税收入 4397.00  44.35  

公共财政支出  33354.00  2.95  

地方财政支出 29267.00  4.85  

政府性基金收入 
 

17718.00  (17.24) 

地方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 17448.00  (17.15)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15680.00  (19.28) 

政府性基金支出 
 

    

全国政府性基金支出 14622.00  (35.48) 

地方政府性基金支出 13222.00  (39.87)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安排的支出 10130.00  (28.74) 

资料来源：wind，中银证券   

 

消费结构性复苏是 12 月财政收入的亮点 

1 月 30 日，财政部发布数据，2022 年（1-12 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03703.00 亿元，比

上年增长 0.60%，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 9.10%，增幅（较 1-11 月，下同）走扩 3.00 个百分点。

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94885.00 亿元，比上年增长 3.80%，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 13.10%,

增速再度加快 6.30 个百分点；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 108818 亿元，比上年下降 2.10%，扣除留

抵退税因素后增长 5.90%，增速加快 0.50 个百分点。 

全国税收收入 166614.00 亿元，比上年下降 3.50%，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 6.60%，增幅走扩 3.10

个百分点；非税收入 37089.00 亿元，比上年增长 24.40%，增幅小幅走扩 2.20 个百分点。 

从单月数据看，12 月公共财政收入实现 18185.00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61.11%，增幅较上月走扩

36.49 个百分点。其中，当月税收收入实现 13788.00 亿元，同比增速实现 67.31%，增幅较上月明显

走扩 38.93 个百分点；非税收入规模为 4397.00 亿元，同比增长 44.35%，增幅较上月明显走扩 36.90

个百分点。 

 

图表 2. 2022 年 1-12 月财政收入增速表现（自然口径）  图表 3.财政收入结构同比增速变化（自然口径） 

 

 

 

资料来源：wind，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wind，中银证券 

 

消费结构性复苏是 12 月财政收入的亮点。着眼税收结构，增值税仍是 12 月占比最高的税种，对当

月财政收入的支撑明显。12 月增值税同比增长 14.86%，增速较上月放缓 2.92 个百分点，但增值税

对当月税收收入的贡献仍然明显，拉动税收收入正增长 5.59 个百分点。回顾 2022 年，增值税留抵

退税是公共财政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据我们测算，2022 年全年，我国共计完成增值税留抵退税 1.77

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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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月国内疫情防控政策持续优化，居民消费有复苏迹象，叠加年内汽车消费持续较好，带动消

费税收入提升。一方面，12 月国内消费税继续维持较高增速，当月同比增长 63.48%，拉动当月税收

收入同比增速上行 5.19 个百分点；另一方面，进口环节增值税及消费税当月同比增长 48.41%，较上

月加快 8.45 个百分点，拉动当月税收收入正增长 5.25 个百分点。我们认为，尽管 12 月社零增速仍

处于负区间，但消费税收入的较高增速或说明当前国内消费正在结构性复苏。 

房地产相关税收表现有所改善。12 月契税当月同比下降 1.02 %，降幅较 11 月收窄 0.95 个百分点；

房产税当月同比增长 5.47%，增速加快 1.94 个百分点。当前地产政策持续释放暖意，多地方限购条

款放松，地产销售有望随着居民预期的回暖而回暖，契税直接涉及到房屋产权变动，其边际改善值

得期待。 

 

图表 4. 权重税种收入表现（自然口径）  图表 5.地产相关税种表现 

 

 

 

资料来源：wind，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wind，中银证券 

 

卫生健康领域支出维持较高增速 

2022 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60609.00 亿元，比上年增长 6.10%，增幅（较 1-11 月，下同）继

续收窄 0.10 个百分点。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 35570.00 亿元，比上年增长 3.90%，增幅

收窄 2.50 个百分点；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25039.00 亿元，比上年增长 6.40%，增幅走扩 0.20 个

百分点。 

卫生健康领域支出维持较高增速。单月数据方面，12 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 2.95%，增

速较 11 月回落 1.85 个百分点；其中，地方公共财政支出同比增长 4.85%，增速较 10 月回落 1.66 个

百分点。12 月，在疫情因素的影响下，多领域财政支出进度放缓，卫生健康领域支出是当月财政支

出增速的主要拉动力之一。 

从结构看，12 月占比较高的两项支出仍为教育及社会保障就业支出，占比分别为 15.97%和 10.72%，

当月同比增速分别为-1.44%和 15.03%，增速分别较 11 月变动-6.91 和 7.97 个百分点，教育、社保持

续为我国财政的重点保障领域。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优化，12 月单月，公共财政继

续加大向卫生健康领域的支出力度，同比增长 32.33%；同时，公共财政对社保就业领域同样有所倾

斜；两者共计拉动财政支出正增长 4.63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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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 1-12 月财政支出增速表现  图表 7.1-12 月财政支出结构变化 

 

 

 

资料来源：wind，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wind，中银证券 

 

2022 年预算内支出对基建领域的支持力度加大。2022 年公共财政预算对基建的支持力度较大，其中，

向农林水、交通运输领域支出分别较 2021 年增长 2.30%和 5.30% 。从单月数据看，12 月公共财政

向基建相关领域支出增速有所回落，疫情影响公共财政向基建领域的发力。具体来看，农林水支出

同比下降 7.11 %，降幅较 11 月走扩 1.66 个百分点；城乡社区支出同比增长 2.54 %，增速较 11 月加

快 3.22 个百分点；向交通运输支出同比下降 0.60 %，增速较 11 月下降 0.72 个百分点。但我们认为，

基建是 2023 年扩内需的重要抓手，预算内支出将持续向基建投资发力。 

 

图表 8. 社保就业相关支出表现  图表 9.基建领域相关支出表现 

 

 

 

资料来源：wind，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wind，中银证券 

 

12 月土地出让金安排的相关支出降幅走扩 

2022 年，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77879.00 亿元，比上年下降 20.60%，降幅（较 1-11 月，下同）

继续收窄 0.90 个百分点。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4124.00 亿元，比上年增长

3.00%，增速放缓 1.90 个百分点；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 73755.00 亿元，比上年下降 21.60%，

降幅收窄 1.20 个百分点；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66854.00 亿元，比上年下降 23.30%，降

幅继续收窄 1.10 个百分点。 

从单月数据看，12 月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规模 17448.00 亿元，同比下滑 17.15 %，降幅较 11 月明显

走扩 4.92 个百分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15680.00 亿元，同比下滑 19.28%，降幅较上月走扩

5.87 个百分点；土地收入下滑，仍是当月地方政府基金性预算收入增速回落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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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0.政府性基金收入表现  图表 11.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增速表现 

 

 

 

资料来源：wind，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wind，中银证券 

 

支出方面， 2022 年，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10583.00 亿元，比上年下降 2.50%，增幅（较 1-11

月，下同）继续收窄 2.00 个百分点。其中，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05039.00 亿元，比上年下降

4.70%，增速明显下滑 8.40 个百分点，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相关支出 63736.00 亿元，比

上年下降 17.80%，降幅走扩 2.40 个百分点。 

从单月数据看，12 月全国政府性预算支出 14622.00 亿元，同比下降 35.48%，降幅较 11 月走扩 14.25

个百分点，地方政府性预算支出 13222.00 亿元，同比下降 39.87%，降幅较 10 月走扩 19.09 个百分

点，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安排的支出同比下降 28.74%，降幅走扩 16.58 个百分点。 

12 月国内疫情防控面临新形势，地方政府基金性预算支出安排进度有所滞后；但需要注意的是，随

着今年房地产政策的合理松动，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增速有望上行。而土地出让金安排的支出是基

建投资的重要资金来源之一，有望为年内基建投资提供进一步的确定性。 

 

图表 12. 政府性基金支出表现  图表 13. 政府性基金支出增速表现 

 

 

 

资料来源：wind，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wind，中银证券 

 

风险提示：海外衰退风险；地缘关系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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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性基金支出：当月同比 %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安排的支出：当月同

比 %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516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