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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要点： 

❑ 事件 

财政部 1 月 30 日发布数据显示，2022 年 12 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8185 亿元，同比 61.1%。1-12 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03703 亿元，

比上年增长 0.6%。12 月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3354 亿元，同比 2.95%。1-

12 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60609 亿元，比上年增长 6.1%。 

❑ 收入端大幅改善，税收收入与非税收入同比增速均上行 

12 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速相比 11 月大幅改善，其中税收和

非税收入同比均保持较高增速。税收收入增速上行的主要原因在于一

是低基数支撑，二是年末部分税收加快入库。中央非税收入对非税收

入增长贡献较大，其主要受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专营机构上缴利润入

库、原油价格上涨带动石油特别收益金专项收入增加等特殊因素拉

动。 

❑ 支出增速延续放缓态势，卫生健康、社保等民生支出持续高增 

12 月财政支出增速延续放缓态势。从财政分项支出来看，12 月财

政支出有保有压。12 月全国疫情感染率反弹，为了保障居民健康安

全，卫生健康支出仍高位运行。社保就业增速相比 11 月显著回升，财

政对民生领域的保障依然有力。教育增速由正转负，基建支出增速延

续低，农林水事务、城乡社区事务、交通运输和节能环保类单月增速

不显著。主要是由于财政支出内部的结构性调整以及 2021 年年底的基

建支出发力引致的高基数效应使得 12 月基建支出增速较低。 

❑ 土地出让收入延续疲弱态势，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增速进一步下行 

在当前疫情后经济恢复尚未实现、地产行业悲观情绪尚未缓解的

背景下，房地产市场需求表现疲弱，房企拿地意愿较低，仍对土地出

让收入形成拖累，进一步影响地方政府基金收入。支出方面，伴随专

项债结存额度使用完毕，其对政府性基金支出的支撑减弱。同时受土

地出让收入下滑拖累，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增速进一步下行。整体来

看，在收入端大幅改善、支出放缓带动下，12 月财政收支不平衡压力

有所缓和。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优化以及疫情快速过峰，经济复苏，

用于民生相关支出的强度或将适当下降，转而投向基建等拉动经济增

长的领域。但受限于土地出让收入难以大幅提升，地方财政或仍面临

较大约束。 

❑ 风险提示 

疫情蔓延超预期恶化；政策力度超预期变化；海外货币紧缩超预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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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收入端大幅改善，税收收入与非税收入同比增速均

上行 

1 月 30 日财政部公布 2022 年财政数据。2022 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03703 亿元，比上年增长 0.6%，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 9.1%。从单月情况

看，2022 年 12 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18185 亿元，同比增长 61.11%，增速相

比 11 月的 24.62%大幅改善。从数据上来看，12 月份财政收入大幅增长主要

由中央财政收入贡献。在 12 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中央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为 9125 亿元，同比增长约 197.23%。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9060 亿

元，同比增长约 10.26% 。 

图 1  12 月一般财政收入同比增速大幅改善（%） 

 

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此外，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由税收和非税收入组成，12 月份税收和非

税收入同比均保持较高增速。其中 12 月税收收入为 13788 亿元，同比增速持

续上行至 67.31%（前值 28.38%），主要原因在于一是低基数支撑（21 年 12 月

税收收入同比增速为-18.27%），二是年末部分税收加快入库，这也是 12 月财

政收入改善的主要拉动因素。12 月非税收入 4397 亿元，同比增速由 11 月的

7.45%升至 44.35%，其绝对规模也录得近年历史较高水平，成为推动 12 月财

政收入大增的重要力量。事实上 2022 年全年非税收入同比增长 24.4%，相当

大程度弥补了税收减收，成为推动全年财政收入转正的一大关键。而其中中

央非税收入增幅远高于地方，财政部数据显示，2022 年全年中央非税收入增

长 96.5%，地方非税收入增长 17.8%。依据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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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2022 年中央非税收入增长主要是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专营机构上缴利润

入库、原油价格上涨带动石油特别收益金专项收入增加等特殊因素拉动。地

方非税收入增长主要是地方多渠道盘活闲置资产，以及与矿产资源有关的收

入增加。 

图 2  12 月税收收入与非税收入同比增速均上行（%） 

 

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从收入规模看，前四大税种分别是国内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消费税和

个人所得税。其中 12 月增值税同比增长 14.86%，增速较上月放缓 2.92 个百

分点，但仍处于年内高位。考虑到增值税仍是占比最高的税种，增值税对当

月税收收入的贡献仍然明显。另一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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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基数较高的情况下，12月国内消费税当月同比增长63.48%，超出往年季节

性水平，继续维持较高增速。同时随着内需的恢复，12 月进口环节税当月同

比增长 48.41%，较上月加快 8.44个百分点。所得税层面，企业所得税在较高

基数下仍保持较高增速，个人所得税有所放缓。12 月企业所得税同比 8.77%，

较上月回落 22.4 个百分点。个人所得税同比转负为-5.72%，较上月回落 8.82

个百分点。此外，以土地增值税为代表的房地产相关税收同比由负转正为

6.83%，但绝对水平仍然较低，指向当前房地产市场仍是弱复苏。外贸企业

出口退税同比-129.87%，较上月大幅回落 113.84 个百分点，指向当前出口下

行压力较大。值得关注的是，2022 年 12 月份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为 210 亿

元，考虑到证券交易印花税 2021 年 12 月的基数比较低，仅为 2 亿元，大幅

低于正常年份，基数效应带动下 12月证券交易印花税当月同比增速较高，一

定程度上提振了 12月税收收入同比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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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主要税种收入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2 支出增速延续放缓态势，卫生健康、社保等民生支

出持续高增 

12 月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3354 亿元，同比 2.95%，增速较上月下滑 1.85

个百分点。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 4087 亿元，同比增长-8.89%，较

上个月降幅扩大 4.95 个百分点；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9267 亿元，同比增

长 4.85%，较上个月回落 1.66个百分点。1-12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60609

亿元，比上年增长 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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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1-11 月增幅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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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1-11 月增幅走扩 0.20 个百分点。整体

而言，12 月财政支出增速延续放缓态势。 

从财政分项支出来看，12 月财政支出有保有压。12 月全国疫情感染率反

弹，为了保障居民健康安全，卫生健康支出仍高位运行。从当月情况看，12

月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速由 11 月的 47.43%回落至 32.33%，但是增速仍然处

于年内高位。12 月社保就业增速为 15.03%，相比 11 月显著回升，财政对民

生领域的保障依然有力。相较之下，教育增速由正转负，由上月的 5.47%降

至-1.44%。此外，基建支出增速延续低，农林水事务、城乡社区事务、交通

运输和节能环保类单月增速分别录得-7.11%、2.54%、-0.6%和-1.6%。年底基

建的主要来源包括专项债和政策性金融工具，财政支出内部的结构性调整以

及 2021 年年底的基建支出发力引致的高基数效应使得 12 月基建支出增速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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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图 4  12 月一般财政支出增速延续放缓态势（%） 

 

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图 5  12 月主要财政分项支出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Wind、湘财证券研究所 

3 土地出让收入延续疲弱态势，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增速进一步下行 

在当前疫情后经济恢复尚未实现、地产行业悲观情绪尚未缓解的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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