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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收节支”，下半场需发挥

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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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在经济稳步复苏的背景下，上半年财政收支形势呈现明显的“超收节

支”特征。 

“超收节支”，一方面拓展了财政政策的空间、增强了其可持续性，

有利于政府职能顺利履行与化解财政风险，另一方面也使得财政政策在边

际上呈现出偏紧的特征。 

考虑到当前经济形势的下行压力与结构性困难等“近忧”，财政政策

在支持基建投资和解决中下游企业利润压缩等结构性问题上，还可以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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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用足空间、发挥更大作用。 

——盛中明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青年研究员 徐奇渊 CF40

研究部主任、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经济发展研究室研究员  

” 

2021 年 7 月 20 日，财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 1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21.8%；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2.2 万亿元，

同比增长 4.5%。在经济稳步复苏的背景下，上半年财政收支形势呈现明显

的“超收节支”特征。 

在全国层面，收入端增速显著高于支出端，且收入的预算完成进度远

高于支出。地方层面，28 省市收入两年复合正增长，同时有 13 省市支出

两年复合负增长。 

“超收节支”，一方面拓展了财政政策的空间、增强了其可持续性，

有利于政府职能顺利履行与化解财政风险，另一方面也使得财政政策在边

际上呈现出偏紧的特征。 

如何理解上半年财政的“超收节支”？哪些因素共同推动出现了这一

现象，哪些原因是持续性的、哪些动力是暂时性的？在此基础上观察，在

当前潜在下行压力和结构性困境之下，货币政策已经有所作为，财政政策

又该如何进一步用足“超收节支”带来的空间、在扩大内需战略中发挥更

大作用？基于上半年的财政收支、国民经济数据，我们进行了如下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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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全国和地方财政 

均呈现“超收节支” 

2021 年上半年，财政收支执行呈现从全国到地方的显著“超收节支”

特征。全国层面，首先是 2021 年上半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两年复合增

速（4．2%）比支出的复合增速（-0.8%）高出 5 个百分点，幅度较大（图

1）。收入端的复合增速已经高于疫情前 2019 年同期 3.4%的水平，支出端

两年间却复合负增长，这一现象并不常见。 

观察近 10 年一般公共预算半年度的收支累计增速（图 1），除 2018

年收入增速略高于支出增速 2.8 个百分点外，支出增速低于收入增速的情

况在 2021 之前还从未出现过。 

图 1 近 10 年一般公共预算半年度收支累计增速（2021 年做两年复合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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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今年上半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预算完成进度远高于支出。如

图 2，2021 年上半年收入的预算完成进度为 59.3%，超序时进度（50%）

9.3 个百分点，同时较此前四年的同期水平都高。 

而上半年支出的预算完成进度却只有 48.6%，低于序时进度 1.4 个百

分点，且近 5 年来，这一进度除了比 2020 年同期（47%）略高以外（这

里还要考虑到 2020 年“两会”延期至五月份才召开，所以当年上半年预

算执行进度偏慢），比其他年份都要低。 

并且今年上半年支出的预算完成进度要较收入低 10.6 个百分点，为近

5 年的最高幅度，这也与前文所述收支增速的差异互相印证。 

图 2 近 5 年 1-6 月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完成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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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层面，今年上半年地方财政也呈现较显著“超收节支”特征。

如表 1，全国除港澳台外的 31 个省市中，有 13 个省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两年复合负增长，这一现象十分罕见。贵州（-19.0%）、上海（-13.3%）、

吉林（-11.7%）、天津（-9.4%）、北京（-7.4%）的负增幅度为前五。而

13 个支出两年复合增长为负的省市，无一例外地实现了收入的两年复合正

增长。 

31 省市中，只有山西（-6.8%）、黑龙江（-6.6%）和重庆（-1.2%）

这 3 个省市的收入两年复合增速为负，其余省市均实现了收入正增长，14

个省市的收入两年复合增速超过 10%。 

表 1 2021 年 1-5 月 31 省市一般公共预算收支两年复合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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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上半年财政的 

“超收节支”特征？ 

➤ 基调变化：防风险要求预留财政空间 

今年上半年财政的“超收节支”特征并非今年的突变现象，它在 2020

年的预算执行和 2021 年初的预算安排中均有体现。 

2020 年以前，“超收节支”并非我国财政收支的常见特点。2016 至

2019 年，一般公共预算历年实际执行的收支差额均较预算安排的额度扩大

（图 3）。但 2020 年这一现象发生了改变。 

2020 年初，一般公共预算计划安排了 6.76 万亿的收支缺口，全年实

际执行却“节约”了 4887 亿元的缺口，这来源于 2020 年收入端较预算安

排“超收”了 2625 亿元，在支出端又“节支”了 2262 亿元。2021 年初

做预算安排时，又设定了较支出目标增速（1.8%）要高的一般公共预算目

标增速（8.1%）。 

图 3：2016-2020 年一般公共预算年初计划安排的收支差额与实际执

行的收支差额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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