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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前 2 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1805 亿元，同比增长

18.7%，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6.9%，与低基数因素以及经济恢复性

增长有关。结构方面，税收收入同比增长 18.9%，在 2020 年二季

度以来经济持续恢复的局面下，税收收入增速自 2020 年 5 月以来

维持上行。后续税收收入变化将受经济恢复性增长、结构性减税、

低基数效应交错影响。非税收入同比跳跃式增长至 16.8%，亦受低

基数效应影响。 

前 2 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5733 亿元，同比增长 10.5%，

受低基数及财政收支平衡等影响。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同比

下降 10.2%，是进一步大幅压减中央本级非急需非刚性支出的体

现，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则同比增长 13.6%。从细项来看，静态

方面，社保和就业、教育、卫生健康、城乡社区事务、农林水事务

支出稳居前列，显示支出结构稳定；动态方面，由于经济持续恢复

和疫情显著改善，卫生健康、教育、社保和就业、节能环保、文旅

体育与传媒、农林水事务等多项支出即使剔除低基数因素也实现正

增，明显相对 2020 年前 2 月支出增速结构更为均衡、协调。 

前 2 月累计，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12585 亿元，同比增长

63.7%，与低基数因素有关；其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33.17%，反映

土地市场增势强劲。前 2 月，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占全国政府

性基金收入达 89.28%，该比重自 2012 年 6 月以来呈现上行，显示

“土地财政”局面趋于稳固，这对于稳住专项债信用质量有积极意

义，未来还需强调可持续的“土地生财”长效机制，助推政府性基金

预算和专项债市场的运行协调、平衡发展。前 2 月累计，全国政府

性基金预算支出同比下降 14.8%，主力支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

让收入相关支出却同比增长 25.9%，反映其他支出显著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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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般预算收入加速回升，主因低基数效应与经济恢复性增长 

2021 年前 2 月（下称“前 2 月”或“考察期”）累计，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1805 亿元，同比增长 18.7%，这与

上年低基数因素有关。2020 年前 2 月，受新冠肺炎疫情及其防控因素影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 9.9%。前

2 月一般预算收入相当于全年（不含调入资金及使用结转结余）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97650 亿元预算数的 21.15%、

（含调入资金及使用结转结余）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数214420亿元的19.5%，比重均明显强于时间进度16.67%。 

 
图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态势（单位：%） 

资料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剔除低基数因素来看，前 2 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较 2019 年同期（39104 亿元）增长 6.91%，两年平均增长 3.4%；

各月一般预算收入累计同比增速自 2020 年 5 月以来保持上行，这是宏观经济自 2020 年二季度以来持续恢复发展增

长的反映。图 2 显示，2020 年二季度以来，一般预算收入与 GDP 的增速均呈止跌反弹。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前

2 月主要经济指标均呈现同比大幅回升，其中；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5.1%，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16.9%，

两年平均增长 8.1%；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31.1%，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14.1%，两年平均增长 6.8%；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33.8%，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6.4%，两年平均增长 3.2%；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

35.0%，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3.5%，两年平均增长 1.7%。前 2 月国民经济保持恢复性增长，系前 2 月一般预算收入

增速剔除低基数因素仍然趋于回暖的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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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一般预算收入与 GDP 增长态势（单位：%） 

资料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从一般预算收入内部构成的增长来看，按照重要程度，本文依次从税收和非税收入展开分析。 

前 2 月，全国税收收入 37064 亿元，同比增长 18.9%，在 2020 年二季度以来国民经济持续恢复的局面下，税

收收入累计增速自 2020 年 5 月以来维持上行。税收收入增速较前值（2020 年增长-2.3%）大幅上行，实现自 2020

年 2 月以来首次返正，除国民经济复苏原因外，还与上年低基数因素（2020 年前 2 月税收收入增长-9.9%）有较明

显关系。前 2 月税收收入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5.55%，两年平均增长 2.74%，表明剔除低基数因素来看，前 2 月税收

收入在国民经济复苏环境下呈现平稳增长。从后续来看，2021 年税收收入增长影响因素至少包括：一是宏观经济

恢复性增长基础将不断巩固，努力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国务院预期 2021 年 GDP 增长 6%以上。二是财政

政策因素，2021 年将继续执行制度性减税政策，延长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优惠等部分阶段性政策执行期限，实施

新的结构性减税举措。这意味着 2020 年在疫情冲击下减税降费突破 2.5 万亿元之后，2021 年减税降费重点将从规

模性增长转向结构性减税降费，对税收收入影响力度将放缓。三是基数效应。2020 年各月税收收入增速呈现 V 型

走势且均为负增长，尤其前 5 月加剧负增长，这将对今年上半年税收收入增长形成较明显的低基数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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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税收收入增速变化及其对一般预算收入变化的影响（单位：%） 

资料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进一步从税收内部来看，前 2 月各类税收收入以正增长为主，尤其印花税、车辆购置税、土地增值税分别增长

65.5%、52.9%、40.2%，增速较为显著；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环境保护税同比分别为-19.6%、-14%、-0.4%

的负增长，但这 6 类均为小税种，前 2 月收入合占税收收入比重为 10.4%。其中，印花税主因前 2 月累计收入占比

达 66.24%的证券印花税同比增长 90.5%，反映近期债券利率上涨等背景下的证券成交活跃；车辆购置税收入高增长，

明显与低基数（2020 年前 2 月同比增长-32.8%）因素有关。 

 
图 4：各类税收收入增长情况（单位：亿元；%） 

注：图中所示税种占考察期税收收入达 96.11%，鉴于数据可得性，契税、其他税收不纳入统计。 

资料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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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力税方面，国内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国内消费税、进口环节税、个人所得税均实现正增长，受国民经济持

续恢复和各类税收基数因素等影响。前四大税种收入明显受低基数因素（2020 年前 2 月同比增速-25.1%至-6.9%不

等）影响，前 2 月累计增速 10.1%至 26.9%不等。个税收入同比增长 3.1%，在非低基数（上年同期增长 14.8%）基

础上仍然正增长，体现了近期从新增就业指标反映的就业形势边际改善，前 2月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同比增长 37.1%，

增速系 2014 年以来最高；同时受自 2021 年 1 月起实施的《关于进一步简便优化部分纳税人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方

法的公告》新政 1影响。 

 

图 5：五大主力税种收入变化（单位：%） 

资料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图 6：近期就业状况变化（单位：%） 

资料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1国税总局发布该《公告》明确：在纳税人累计收入不超过 6 万元的月份，暂不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在其累计收入超过 6 万元的当月

及年内后续月份，再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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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2 月，非税收入实现 4741 亿元，同比增长 16.8%，增速且较前值（2020 年累计同比增长-11.7%）跳升，实

现自2020年5月以来首度返正，非税收入边际趋暖，同样受低基数因素影响，2020年前2月非税收入同比增长1.7%，

自 2007 年以来该增速仅高于 2014、2018 年同期。 

 
图 7：非税收入增速变化（单位：%） 

资料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二、央地一般预算支出走势分化，支出细项静态结构稳定、动态结构协调优化 

前 2 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5733 亿元，同比增长 10.5%，受低基数（2020 年前 2 月下降 2.9%）以

及财政收支平衡（收入增长推动支出增长）等因素影响，增速较前值（2020 年增长 2.8%）继续回暖。前 2 月一般

预算支出相当于全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50120 亿元预算数的 14.29%，略低于时间进度 16.67%。 

其中：（1）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 3832 亿元，同比下降 10.2%，自 2020 年 5 月以来维持负增，这是财

政预算政策落实的体现，根据 2021 年全国财政预算，“中央本级支出继续安排负增长，进一步大幅压减非急需非

刚性支出，重点项目和政策性补贴也按照从严从紧、能压则压的原则审核安排”；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1901 亿

元，占一般预算支出达 89.28%，支出同比增长 13.6%，与中央本级财政支出增速走势恰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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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一般预算支出及其央地支出增速（单位：%） 

资料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一般预算支出的细项结构可以从静态与动态两方面进行分析。 

静态方面，图 9 显示的有公开数据的一般预算支出细项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教育、卫生健康、城乡社区事务、

农林水事务支出稳居前列，自 2019 年 2 月以来，各类一般预算支出规模比重结构大致维持稳定。 

 
图 9：历年前 2 月一般预算支出细项结构 

资料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动态方面，受低基数因素与国民经济复苏影响，有数据统计的前 2 月一般预算各项支出中，交通运输支出同比

下降 7.1%；图 10 所示的其余 9 项支出呈现 2.3%至 27.6%不等的正增长，尤其科技、文旅体育与传媒、债务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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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支出同比增速较快，分别增长 27.6%、20.5%、17.7%、16.2%，科技、文旅体育与传媒支出增长受低基数影响

相对更为明显。 

 
图 10：一般预算支出各细项各月累计增速变化（单位：%） 

资料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对比来看，2020 年前 2 月，受突发疫情及防控影响，一般预算收入、支出分别同比下降 9.9%、2.9%（前值 2020

年增长 3.8%、8.1%），在财政收支压力和地方债到期压力下，一般预算支出增速下行情况下“力保民生”、促地

方债安全运行，卫生健康、债务付息、社会保障和就业分别增长 22.7%、11.7%、2.5%，其余包括教育、文旅体育

与传媒、农林水事务等绝大部分支出同比负增长。伴随经济持续恢复和疫情显著改善，2021 年前 2 月一般预算支

出投向相对而言实现了“多点开花”，卫生健康、教育、社保和就业、节能环保、文旅体育与传媒、农林水事务

等多项支出即使剔除低基数因素也都实现正增长，如图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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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近期一般预算支出增速构成变化（单位：%） 

资料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根据全国财政预算，2021 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其中，财政支出强调节用为民，坚持过

紧日子，确保基本民生支出只增不减，财政支出将从“推动创新发展和产业升级”“支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支

持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支持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支持加强污染防治和生态建设”“加强基本

民生保障”等多个方面展开，这将对今年后续月份的一般预算支出走向发挥引导作用。 

三、低基数与“土地财政”助推政府性基金收入高增，非土地出让金支出锐减导

致政府性基金支出负增 

前 2 月累计，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12585 亿元，同比增长 63.7%，明显与低基数（2020 年前 2 月下降 18.6%）

因素有关，剔除疫情下的低基数因素，前 2 月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33.17%，则反映近期土地市

场增长势头强劲。前 2 月累计，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11236 亿元，同比增长 67.1%，不考虑低基数因素（2020

年前 2 月下降 16.4%），其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39.63%，仍呈高速增长，与近期土地“拍卖热”有关，根据中原地

产研究院统计，截至 2 月 24 日，50 个土地出让收入最高的城市“卖地”收入 4735 亿元，同比增长 42%；另据 Wind

资讯统计，前 2 月 100 大中城市成交总价 4630.72 亿元，同比增长 2.28%，走势止跌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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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政府性基金收入增长态势（单位：%） 

资料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图 13：近期土地市场变化 

资料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前 2 月，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累计值占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累计值比重达 89.28%，该比重指标自 2012

年 6 月以来明显呈现上行态势，显示“土地财政”局面从长期来看趋于稳固。未来专项债资金到期压力将呈现梯

级提升，由于专项债由政府性基金收入和专项收入偿还，而政府性基金收入主要依赖于土地出让金收入，因此稳

定的“土地财政”收入对于稳住专项债信用质量具有积极意义。土地是宝贵的国有资源，在提质增效的积极财政

政策引导下，未来还需积极发展和完善可持续的“土地生财”长效机制，助推政府性基金预算和专项债市场的运

行协调、平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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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我国“土地财政”现象判断 

资料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前 2 月累计，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0977 亿元，同比下降 14.8%。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相关支

出 10139 亿元，占比达 92.37%，但该支出同比增长 25.9%，支出主力与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增速反向，反映

了其他支出增幅显著下滑，经推算，前 2 月全国政府性基金其余支出为 838 亿元，同比下降 82.64%，系 2017 年 2

月以来首次负增长。 

 

图 15：政府性基金支出增速结构（单位：%） 

资料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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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近期全国政府性基金支出结构变化 

注：2019 年 3 月至 2 月其他政府性基金支出及其增速，系根据全国政府性基金各月累计收入及其增速、地方国有土地出让金安排的支

出累计增速推算所得。 

资料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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