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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般预算收入接近完成年度目标，倒 V 型变化受基数效应和宏观经济影响 

2021 年 1-11 月（简称“前 11 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91252 亿元，同比增长 12.8%。其中，中

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8392 亿元，同比增长 13.1%；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 102860 亿元，同比增长 12.6%。全

国税收收入 164490 亿元，同比增长 14%；非税收入 26762 亿元，同比增长 5.9%。前 11 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全年预算（不含调入资金和使用结转结余）目标 197650 亿元的 96.76%，完成进度高于时间进度（91.67%）约 5.1

个百分点，全年一般预算收入完成预算目标应无压力。剔除 2020 年内疫情爆发及其防控因素影响，2021 年前 11

月一般预算收入较 2019 年前 11 月增长 6.86%，反映了 2020 年下半年以来国民经济恢复对财政收入的支撑作用。 

 

图 1：一般预算收入增速变化（单位：%） 

资料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前 11 月各月，一般预算收入累计同比增速总体冲高趋缓（倒 V 型），与 2020 年同期该指标呈现的 V 型走势

互逆，反映今年以来一般预算收入变化受 2020 年同期一般预算收入基数因素显著影响。此外，今年以来宏观经济

形势变化也对一般预算收入变化产生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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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我国 GDP 增速变化（单位：%） 

资料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今年前三季度，受 2020 年同期 GDP 基数因素影响，同时受到本土和境外输入疫情因素局部反复发生、大宗商

品价格上扬、局地汛情等因素影响，各季末累计 GDP 同比增速曲线整体呈现倒 V 型。从今年前 11 月宏观经济变

化来看，工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净出口额、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等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各月累计同比增

速均以下行为主。本文关注到，2021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必须看到我

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会议要求，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各地

区各部门要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政策发力适当靠前。由此可见，

明年一般预算收入变化一方面将受到今年以来一般预算收入增速倒 V 型变化的影响，一方面将受到国民经济稳增

长基调的影响。 

  
图 3：国民经济主要宏观指标变化（单位：%） 

注：2014 年 1 月以来，仅 2020 年前 2 月累计，我国对外贸易受疫情影响而呈现逆差（逆差 441 亿元），受该基数因素影响，2021 年

前 2 月累计顺差（6361 亿元）同比增速为-1542.40%。 

资料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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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般预算收入内部来看，前 11 月累计，税收收入、非税收入增速均呈现冲高放缓态势。其中，2021 年 5 月

以来，税收收入、非税收入累计增速均持续下行。我国一般预算收入以税收收入占绝大部分比重，2021 年前 11 月

税收收入占一般预算收入比重达到 86.01%，税收收入增速冲高趋缓原因与一般预算因素收入增速变化原因大致相

同。前 11 月，非税收入各月末累计值增速以倒 V 型变化明显，与 2020 年非税收入以显著下行为主的态势明显不

同，表明今年以来非税收入走势受基数因素影响并不明显。今年以来非税收入走势冲高趋缓，除了受宏观经济变化

影响外，还受到政策监管等因素影响。今年以来，财政部门扎实执行各项降费政策，加大各类违规涉企收费整治力

度，着力减轻企业负担。受此影响，今年 4 月以来，非税收入各月末累计增速自 3 月份峰值 20.7%基础上持续下行

至 11 月末的 5.9%。 

从税收收入内部来看，前 11 月累计，图 5 所示 5 大主力税种收入合计 142510 亿元，占税收收入比重达 86.64%。

前 11 月，5 大主力税种收入增速均呈现从上行到下行变化，前 11 月累计增速 12.5 %至 20.3%不等。除 5 大主力税

种之外，前 11 月累计，印花税收入、资源税收入增速较快，同比分别增长 35.4%、33.6%，耕地占用税收入、环境

保护税收入呈现负增长，同比分别增长-16.6%、-1.9%。 

 

图 4：一般预算收入、税收收入、非税收入变化比较（单位：%） 

资料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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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5 大主力税种收入增速变化（单位：%） 

资料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图 6：2021 年前 11 月各类收入收入累计同比增速对比 

资料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今年以来，在税收收入总体波动式增长，前 11 月累计同比增长 14%的同时，需要关注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实

践及其影响，具体包括继续执行降低增值税税率、增值税留抵退税、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等制度性减税政策，

突出强化对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通过扩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以加大对制造业和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等。在减

税降费政策影响下，据国税总局统计，今年前三季度全国新增减税 7889 亿元，这有利于支持小微企业等企业发展，

培育未来税收收入增长后劲。 

二、一般预算支出进度不及预期，加快支出进度亟待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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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1 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13924 亿元，同比增长 2.9%。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 30564

亿元，同比增长 2.7%；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3360 亿元，同比增长 3%。图 7 显示，今年以来，一般预算支出

累计增速（前 2 月、一季度累计分别同比增长 10.5%、6.2%）自 4 月份以来呈现持续 5%以下的低速增长，增速明

显低于一般预算收入同期增速。本文认为，前 11 月一般预算支出增速放缓原因与前三季度一般预算支出增速放缓

原因 （参见远东资信近期发布文章《一般预算收支增速同现冲高趋缓，财政赤字使用进度有待提速——2021 年前

三季度财政收支运行分析》）一致，具体包括：“中央带头过紧日子”压减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增厚地方政府可供

支配财源，降低地方债到期偿还压力；一般预算支出目标影响等，本文不再赘述。 

前 11 月累计，一般预算支出占全年一般预算支出目标 250120 亿元（含中央预备费 500 亿元）的 85.53%，显

著低于时间进度（91.67%）6.14 个百分点，表明今年以来一般预算支出进度持续低于时间进度。受一般预算支出增

速偏慢等影响，前 11 月一般预算收支相抵实现财政赤字为 22672 亿元，不考虑动用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其他

因素影响，前 11 月财政赤字完成全年赤字目标 35700 亿元的 63.51%。 

 
图 7：一般预算收支累计同比增速变化对比（单位：%） 

资料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从有统计（财政部未公布一般预算支出全部细项）的一般预算支出各细项支出结构来看，2021 年前 11 月一般

预算支出以教育、社保和就业、农林水事务城乡社区事务、卫生与健康等支出为相对主力，与往年同期支出结构大

致类同，表明支出结构保持了政策连续性。从支出增速来看，2021 年前 11 月，债务付息、科学技术、教育、社保

和就业累计支出同比增速 6.6%至 4.9%不等，快于一般预算支出整体增速；节能环保、农林水事务、交通运输、城

乡社区事务支出则为负增长，具体为-7.1%至-0.3%不等。其中，债务付息支出增速较快，主要受地方债余额不断增

长的影响。截至 2021 年 11 月底，地方债券余额达到 29.80 万亿元，同比（25.36 万亿元）增长 17.54%。科学技术、

教育、社保和就业等支出增速较快，结合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反映了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在支持民生就业、支持中

小微企业、促经济转型升级等方面发力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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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历年前 11 月一般预算支出中各细项支出累计值排序情况（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图 9：2021 年前 11 月一般预算支出细项增速对比 

资料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可能受一般预算支出进度不及预期等影响，2021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

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要保证财政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

本文认为，会议提到的财政货币政策内容与 12 月 7 日习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分析研究 2022 年经济

工作提到的财政货币政策提法相同，“要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的提法，意味着我国将深入推进财政

支出结构优化，在财政推进“六稳”“六保”方面将进一步有所作为，坚决反对将财政资金滥用等缺乏财政效率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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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方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仍对“土地财政”保持高度依赖性 

前 11 月累计，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76614 亿元，同比增长 5.4%，具体包括：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3739

亿元，同比增长 18.2%；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 72875 亿元，同比增长 4.8%，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

入67625亿元，同比增长3.8%。2021年前11月，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占地方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的92.80%，

较前值（91.19%）提升，反映地方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对于“土地财政”稳定地保持高度依赖性，且有所加强。 

 

图 10：历年前 11 月地方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情况及其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性 

资料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前 11 月累计，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90998 亿元，同比下降 4.8%。具体情况如下：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本

级支出 2526 亿元，同比增长 14.5%；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相关支出 88472 亿元，同比下降 5.2%，其中，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收入相关支出 63324 亿元，同比增长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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