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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罗志恒、贺晨 

罗志恒、贺晨：部分地市财政矛盾加剧主要受到疫情与留抵退税短期

冲击；未来财政紧平衡和收支矛盾加剧将是常态，财政工作要实现多目标

平衡。 

地方财政尤其是市县级财政，不仅牵涉到基层“三保”底线，更关系

到政府运行、政策实施以及保障群众切身利益，其重要性不言而喻。4 月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大幅下降，国内多城财政收入大幅负增长，部

分区域更出现了单月“负收入”，引发市场热议。 

 

事实上，4 月财政收入回落，不可忽略的因素是大规模留抵退税政策

的实施。由于 4 月遭遇疫情反弹，企业有很强的动机去快速推动留抵退税

返还，以增加现金流；而财税部门也有职责去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靠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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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主动作为，维护宏观经济稳定。因此，留抵退税进度超预期，集中在 4

月释放，仅 4 月就完成 8000 亿元，为全年计划 1.5 万亿的一半多。如果

留抵退税在 5 月完成，部分城市财政收入断崖式下降不是常态，而在 6 月

恢复正常。4-5 月，观察疫情对财政的影响应该观察企业所得税、个人所

得税等税种，而非增值税以及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经济形势走出谷底，后续财政收入可能会高

于疫情和留抵退税双重压力下的增速。但后续财政收入回暖难以改变财政

紧平衡趋势，需重点关注部分县域及基层财政困境问题。 

01 

正确认识增值税留抵退税的作用与影响 

要全面、客观、理性分析 4 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数据，应先理解增值

税留抵退税运作的过程。我国增值税实行链条抵扣机制，企业采购时支付

货款和增值税进项税额，销售时收取货款和增值税销项税额，销项与进项

之差额，则为企业需要缴纳的增值税。但在企业经营过程中，由于价格倒

挂、库存、大额固定资产购置等因素，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出现“进项多、

销项少”的情况，即出现留抵税额。再比如，初创的高科技企业，一方面

有大量研发和采购，在采购时垫付了增值税进项税额，但是还未产生销售，

就没有销项税，就得不到抵扣。 

在当前时点实施大规模留抵退税，将企业在购买原材料、设备时垫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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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税款返还给企业，有利于增加企业现金流，提高抗风险能力，帮助企业

纾困解难。但是对财政而言，留抵退税不是作为补贴计入支出，而是直接

冲减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将导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账面数据下行。据财政

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调整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地方分担机制及预算

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自 2019 年起，在《政府收支分类科目》“国内增

值税”收入科目下增设“增值税留抵退税”目级科目，为中央与地方共用

收入退库科目，反映税务部门按照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退还的增值税。这

意味着当期产生的留抵退税，将直接记入相应级次财政收入，为收入的负

值。2022 年财政部对留抵退税科目进行了细化调整，但记账原理则沿用前

例。 

从可用财力来看，中央财政或承担全国留抵退税额度的 90%以上，留

抵退税对地方财力的实际影响相对有限。增值税留抵退税的中央、地方分

担比例与增值税收入分享比例一致，为 50：50。在此基础上，中央安排

1.2 万亿元转移支付资金支持基层落实退税减税降费，其中对新增留抵退税

中地方负担部分的补助比例平均超过 82%，折算后中央财政负担比例将超

过 90%。地方财政虽然获得中央安排的转移支付，但由于地方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统计中仅包括税收和非税收入，因此转移支付并不体现在线上账面

收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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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地方财政收入下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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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冲击和留抵退税的双重影响 

从已公布数据的省份和城市来看，多数地区 4 月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同比大幅下降，甚至有地方出现“负”收入，有观点据此认为疫情冲击是

导致财政收入“腰斩”的原因。从全国看，4 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 41.3%，其中地方级收入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 40.4%。

省级层面来看，云南、吉林、江苏、甘肃、浙江、重庆、山东等地 4 月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降幅均在 30%以上。其中，云南 4 月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为-8.2 亿元，同比降幅-103.9%；江苏、浙江、山东等东部沿海省份也

受到影响，4 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分别下降 61%、38.9%和 30.4%。

过往财政实力较为强劲的东部沿海城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亦出现大跌。4

月温州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锐减 74.5%，其中增值税一季度在全市税收

收入占比高达 42.3%，4 月降至-17.5 亿元，同比下降 182%。南京、苏州、

深圳、杭州 4 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分别下降 54.9%、49.6%、44.2%

和 37%。 

4 月财政收入骤降主要是受到大规模留抵退税的影响，是积极财政政

策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主动作为，应客观、理性看待。 

一方面，3 月以来国内疫情呈现频发、点多、面广的特点，实体经济

下行压力与预期低迷交织。受到疫情反弹、地产下行、输入性通胀、欧美

货币政策收紧等不利因素影响，4 月生产、消费、投资、出口等经济数据

下滑，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导致财政收入恢复进程受到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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