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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财政收入方面，6 月，全国公共财政收入 19511 亿元，同比增长

5.57%，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则与基数效应减弱、经济复苏动能走弱有关。中

央财政收入 8033 亿元，同比增长 12.68%；地方本级财政收入 11478 亿元，

同比增长 1.1%；因基数效应减弱，中央财政收入与地方财政收入增速下滑

明显。全国税收收入 14887 亿元，同比增长 13.6%；非税收入 4624 亿元，

同比下降 14.0%。税收收入的增长主要受基数效应影响，其绝对水平低于

2021 年同期水平。关键税种表现不一，增值税的大幅增长主要受基数效应

影响，消费税增长也受上年基数较低影响，但实际当月消费需求回升仍旧

乏力，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的下降或与当月进口额萎缩有关，出口退

税的下降或受外贸出口额增长放缓影响。 

公共财政支出方面，6 月，全国公共财政支出 29072 亿元，同比下降

2.53%，为近十二个月以来支出增速首次由正转负。上半年财政支出进度为

48.67%，略高于上年同期水平，财政支出前置发力。中央本级财政支出 3574

亿元，同比增长 7.04%；地方财政支出 25498 亿元，同比下滑 3.74%。从财

政支出细项来看，多项支出同比增速由正转负。在财政支出整体下滑的背

景下，民生类支出增长疲软，但绝对水平仍相对较高。除农林水事务外，

其他基建类支出均为负增长，基建类支出增长乏力。 

政府性基金收入与支出方面，2023 年 1-6 月，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累

计值为 23506 亿元，同比下降 16%。同期，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累计

值 43222 亿元，同比下降 21.2%。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方面，2023 年 1-

6 月，地方政府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18687 亿元，同比下降 20.9%，累

计同比降幅较 1-5 月走阔 0.9 个百分点。6 月土地市场依旧偏冷，但核心城

市土拍保持一定热度。全国 22 个重点集中供地城市中共有 8 个城市进行

集中供地，其中合肥、深圳与杭州的溢价率超过 11.0%。 

一方面，近期释放的政策信号强调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带动经

济加速修复。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新增专项债和减税降费为两大抓手。在新

增专项债额度下达至地方后，第三季度新增专项债发行或迎来年内又一高

峰，同时可以期待专项债券投向领域和用作项目资本金范围的进一步扩大。

减税降费政策也于八月初落地，主要针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延续优

化税收优惠政策，以稳定实体经济信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另一方面，

政策持续强调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要求制定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

可以预期发行特殊再融资债置换隐性债务将成为化债方案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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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共财政收入 

（一）当月公共财政收入 

2023 年 1-6 月，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即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19203 亿元，同比增长 13.3%；6 月，全国公

共财政收入 19511 亿元，同比增长 5.57%（见图 1）。据财政部介绍，上半年财政收入增长，除经济恢复性增长带

动外，主要是去年 4 月份开始实施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集中退税较多，拉低基数。6 月，财政收入增速放

缓则与基数效应减弱、经济复苏动能走弱有关。 

 
图 1：公共财政收入（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从中央财政收入与地方本级财政收入来看，6 月，中央财政收入 8033 亿元，同比增长 12.68%，占同期全国公

共财政收入的 41.17%；地方本级财政收入 11478 亿元，同比增长 1.1%，占同期全国公共财政收入的 58.83%（见图

2）。因基数效应减弱，中央财政收入与地方财政收入增速下滑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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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中央财政收入与地方本级财政收入（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从税收收入与非税收收入来看，6 月，全国税收收入 14887 亿元，同比增长 13.6%，占同期全国公共财政收入

的 76.30%；非税收入 4624 亿元，同比下降 14.0%，占同期全国公共财政收入的 23.70%（见图 3）。税收收入的增

长主要受基数效应影响，其绝对水平低于 2021 年同期水平。 

 

图 3：税收收入与非税收入（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二）关键税种表现 

6 月，关键税种表现不一。具体来看，6 月国内增值税 5414 亿元，远高于去年同期水平（2550 亿元），但低于

2021 年同期水平；国内消费税 1174 亿元，同比增长 8.5%；企业所得税 4100 亿元，同比下降 21.15%；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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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9 亿元，同比增长 3.4%；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 1608 亿元，同比下降 3.6%；出口退税 1192 亿元，同比下降

20.57%（见图 4）。 

具体来看，6 月增值税的大幅增长主要受基数效应影响，展望后月，基数效应减弱或将带动增值税增速快速回

落。消费税增长也受上年基数较低影响，但实际当月消费需求回升仍旧乏力。6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3.1%，

增速较上月下降 9.4 个百分点，反映出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信心仍有待增强。企业所得税下降主要受企业利润下降

影响。6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7197.6 亿元，同比下降 8.3%，国内需求复苏缓慢，制约企业利润

恢复。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乏力或与当月进口额萎缩有关。6 月进口总额约 2147.02 亿美元，同比下降 6.8%，

降幅较上月走阔 2.3 个百分点。展望后月，7 月制造业 PMI 进口指标进一步下滑至 46.8%，预计 7 月进口增长乏力，

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将延续下降走势。出口退税的下降或受外贸出口额增长放缓影响，6 月出口总额约 2853.22

亿美元，同比下降 12.4%，降幅较上月走阔 5.3 个百分点。7 月制造业 PMI 新出口订单指标下降至 46.3%，预计 7

月出口增长将持续受外需不足限制，出口退税规模或将相应萎缩。 

除此之外，土地和房地产相关税收收入中，1-6 月契税累计同比增长 5.1%，增幅较 1-5 月下降 3.7 个百分点，

土地增值税同比下降 18.2%，房产税累计同比增长 3.9%，耕地占用税累计同比下降 20.4%，城镇土地使用税累计同

比下降 4.9%。契税增长放缓主要受 6 月土地市场低迷，地产销售疲软等因素影响。 

 

图 4：关键税种较上年同期变化（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二、公共财政支出 

（一）当月公共财政支出 

2023 年 1-6 月，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即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33893 亿元，同比增长 3.9%。6 月，全国公

共财政支出 29072 亿元，同比下降 2.53%，为近十二个月以来支出增速首次由正转负（见图 5）。根据 2023 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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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和地方预算草案，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 275130 亿元。上半年财政支出进度为 48.67%，略高于上年同期

水平，财政支出前置发力。 

 

图 5：公共财政支出（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从中央本级财政支出与地方财政支出来看，6 月，中央本级财政支出 3574 亿元，同比增长 7.04%，占同期全国

公共财政支出的 12.29%；地方财政支出 25498 亿元，同比下滑 3.74%，占同期全国公共财政支出的 87.71%（见图

6）。根据 2023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中央本级财政支出 37890 亿元，地方财政支出 236740 亿元；1-6 月中央本

级财政支出进度为 44.0%，地方财政支出进度为 49.5%。 

 

图 6：中央本级财政支出与地方财政支出（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20.0

-15.0

-10.0

-5.0

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35,000

40,000

45,000

2
0
2
0年
6月

2
0
2
0年
8月

2
0
2
0年
10
月

2
0
2
0年
12
月

2
0
2
1年
3月

2
0
2
1年
5月

2
0
2
1年
7月

2
0
2
1年
9月

2
0
2
1年
11
月

2
0
2
2年
1-
2月

2
0
2
2年
4月

2
0
2
2年
6月

2
0
2
2年
8月

2
0
2
2年
10
月

2
0
2
2年
12
月

2
0
2
3年
3月

2
0
2
3年
5月

公共财政支出:当月值 公共财政支出:当月同比（右轴）

-50.0

-40.0

-30.0

-20.0

-10.0

0.0

10.0

20.0

30.0

40.0

50.0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35,000

40,000

45,000

2
0
2
0年
6月

2
0
2
0年
8月

2
0
2
0年
10

月

2
0
2
0年
12

月

2
0
2
1年
3月

2
0
2
1年
5月

2
0
2
1年
7月

2
0
2
1年
9月

2
0
2
1年
11
月

2
0
2
2年
1-
2月

2
0
2
2年
4月

2
0
2
2年
6月

2
0
2
2年
8月

2
0
2
2年
10

月

2
0
2
2年
12

月

2
0
2
3年
3月

2
0
2
3年
5月

中央本级财政支出:当月值 地方财政支出:当月值

中央本级财政支出:当月同比 地方财政支出:当月同比



 

  

                         6 / 12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免责声明 

远东研究·宏观经济 

 2023 年 8 月 4 日 

从财政支出细项来看，6 月，多项支出同比增速由正转负。具体来看，城乡社区事务、交通运输与科学技术等

项目支出同比下降幅度较大，教育、文旅等项目支出降幅较小，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与节能环保支出基本与上年持

平，卫生健康支出与农林水事务支出则较上年同期显著增长。 

 

图 7：财政支出细项较上年同期变化（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二）民生类支出与基建类支出 

民生类支出涵盖教育支出、卫生健康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等三项财政支出。6 月，卫生健康支出 2550 亿

元，同比增长 5.24%。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 4011 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增速较上月有所下滑。教育支出 4180

亿元，同比下降 1.6%，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见图 8）。整体来看，6 月财政支出整体下滑的背景下，民生类支出

增长疲软，但绝对水平仍相对较高。民生类支出因其承担了稳就业、稳民生的功能，持续得到有力保障。 

 
图 8：民生类支出增速（单位：%） 

数据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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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建类支出涵盖农林水事务、交通运输、城乡社区事务、节能环保等四项财政支出。6 月，农林水事务支出 3399

亿元，增速回升至 2.75%；节能环保支出 550 亿元，与上年同期水平相近；交通运输支出 1386 亿元，增速大幅回

升至-8.82%；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2231 亿元，同比增速大幅回落至-20.10%。除农林水事务外，其他基建类支出均为

负增长，基建类支出增长乏力。 

 
图 9：基建类支出增速（单位：%） 

数据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三、政府性基金收入与支出 

（一）政府性基金收入与支出 

2023 年 1-6 月，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累计值为 23506 亿元，同比下降 16%，降幅较 1-5 月走阔 1.0 个百分点。

其中，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1912 亿元，同比增长 0.8%；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 21594 亿元，同比下降

17.2%。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降幅收窄主要受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降幅收窄带动。 

2023 年 1-6 月，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累计值为 43222 亿元，同比下降 21.2%，降幅较 1-5 月走阔 8.5 个百

分点。其中，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支出 749 亿元，同比下降 63.3%；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42473 亿元，同

比下降 19.5%。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下降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相关支出下滑有关。 

-50.0

-40.0

-30.0

-20.0

-10.0

0.0

10.0

20.0

30.0

40.0

50.0

2
0
2
1年
1-
2月

2
0
2
1年
4月

2
0
2
1年
6月

2
0
2
1年
8月

2
0
2
1年
10
月

2
0
2
1年
12

月

2
0
2
2年
3月

2
0
2
2年
5月

2
0
2
2年
7月

2
0
2
2年
9月

2
0
2
2年
11

月

2
0
2
3年
1-
2月

2
0
2
3年
4月

2
0
2
3年
6月

公共财政支出:农林水事务:当月同比 公共财政支出:交通运输:当月同比

公共财政支出:城乡社区事务:当月同比 公共财政支出:节能环保:当月同比



 

  

                         8 / 12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免责声明 

远东研究·宏观经济 

 2023 年 8 月 4 日 

 
图 10：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与全国政府性基金支出（单位：%） 

数据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二）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 

2023 年 1-6 月，地方政府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18687 亿元，同比下降 20.9%，累计同比降幅较 1-5 月走阔

0.9 个百分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累计同比增速自 2022 年 2 月起持续为负值，该指标降幅前几月有所收窄，

但 6 月再次走阔。6 月土地市场依旧偏冷，但核心城市土拍保持一定热度。根据中指研究院数据，2023 年 1-6 月，

TOP100 企业拿地总额 5920 亿元，拿地规模同比下降 10.2%，降幅较上月增加 1.84 个百分点；全国 300 城住宅用

地供求规模同比分别下降 33.8%、31.4%。6 月，全国 22 个重点集中供地城市中共有 8 个城市进行集中供地，南京、

无锡、苏州溢价率相对偏低，合肥、深圳、杭州、宁波、广州溢价率均在 4.0%以上，其中合肥、深圳与杭州的溢价

率超过 11.0%。 

2023 年 1-6 月，地方政府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相关支出 24236 亿元，同比下降 21.3%，累计同比降幅较 1-

5 月走阔 2.6 个百分点，主要受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下降拖累。 

 
图 11：地方政府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与相关支出（单位：%） 

数据来源：Wind 资讯，远东资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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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策跟踪 

（一）中央政策 

1．2023 年上半年财政收支情况新闻发布会：加快地方债发行使用节奏 

2023 年 7 月 19 日，财政部召开 2023 年上半年财政收支情况新闻发布会。据预算司副司长李大伟介绍，下一

步，财政部将继续对各地专项债券支出进度进行通报预警，指导地方加快专项债券发行使用节奏，积极发挥专项债

券在拉动有效投资中的积极作用，以稳投资带动稳就业、稳增长，更好发挥专项债券的效能。据税政司副司长魏岩

介绍，下一步，财政部在落实好今年已出台的多项政策基础上，针对形势的变化，加强政策储备，积极谋划针对性

强、务实管用的税费优惠政策，着力为经营主体纾困解难，不断增强发展动能，优化经济结构，推动经济持续回升

向好。 

2．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定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 

中共中央政治局 7 月 24 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继续实施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延续、优化、完善并落实好减税降费政策，发挥总量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

用，大力支持科技创新、实体经济和中小微企业发展；要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

和使用；要有效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制定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 

3．财政部：延续优化多项税收优惠政策 

8 月 3 日，财政部和税务总局接连下发五则公告。根据公告，为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延续

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减免政策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对个体工商户年

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200 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个人所得税；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减半征收资源税（不含水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

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对小型微利企业减按 25%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

得税政策，延续执行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 

（二）地方热点政策 

1．湖北发布首期 200 亿元政府投资引导基金 

据湖北省财政厅消息，湖北省政府投资引导基金于 7 月 26 日正式发布。该基金由省级财政出资设立，首期规

模 200 亿元，后续根据运营情况逐步加大投入，并与省内各地形成联动效应，带动社会资本投入，力争用 2 年至 3

年在全省形成超过 2000 亿元的政府投资基金群。基金将主要聚焦“三个围绕”开展投资。围绕创新驱动战略，主

要投向天使投资、科技成果转化等领域；围绕全省产业发展规划和布局，主要投向先进制造业、数字经济等省委、

省政府鼓励发展的重点产业；围绕武汉都市圈、襄阳都市圈、宜荆荆都市圈和强县工程建设，支持与中心城市和有

条件的县（市、区）合作设立区域产业发展基金，助力全省产业链延链、补链、强链。 

2．河南省出台金融业发展专项奖补资金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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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31 日，河南省财政厅、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印发《河南省金融业发展专项奖补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办法》），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支持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促进全省金融业高质量发展。《办法》

明确了资金支持范围和标准，重点支持两大方向：一是支持开展多元化融资，扩大全省社会融资规模；二是促进优

化金融机构体系，满足实体经济金融服务需求。 

在支持开展多元化融资、扩大全省社会融资规模方面，《办法》明确，根据银行业金融机构上年度贷款增量、

贷款增速排名，对贷款增量前 5 位和贷款增速前 5 位每家奖励不超过 100 万元，激励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河南省的

信贷投放力度。在促进优化金融机构体系，满足实体经济金融服务需求方面，《办法》提出，支持实施引金入豫工

程。对在河南省新设立的法人金融机构，按实收资本 1%给予不超过 200 万元开办费补助；对境内外银行业金融机

构在河南省设立的省级分支机构，给予不超过 200 万元补助。对省外银行、保险、证券金融机构在省内开设省辖市

分支机构，按照每家不超过 100 万元标准给予补助；在脱贫县设立分支机构，按照每家不超过 50 万元标准给予补

助。 

五、总结与展望 

公共财政收入方面，6 月，全国公共财政收入 19511 亿元，同比增长 5.57%，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则与基数效应

减弱、经济复苏动能走弱有关。从中央财政收入与地方本级财政收入来看，中央财政收入 8033 亿元，同比增长 12.68%；

地方本级财政收入 11478 亿元，同比增长 1.1%；因基数效应减弱，中央财政收入与地方财政收入增速下滑明显。

从税收收入与非税收收入来看，全国税收收入 14887 亿元，同比增长 13.6%；非税收入 4624 亿元，同比下降 14.0%。

税收收入的增长主要受基数效应影响，其绝对水平低于 2021 年同期水平。关键税种表现不一，增值税的大幅增长

主要受基数效应影响，消费税增长也受上年基数较低影响，实际当月消费需求回升仍旧乏力，进口货物增值税、消

费税的下降或与当月进口额萎缩有关，出口退税的下降或受外贸出口额增长放缓影响。 

公共财政支出方面，6 月，全国公共财政支出 29072 亿元，同比下降 2.53%，为近十二个月以来支出增速首次

由正转负。上半年财政支出进度为 48.67%，略高于上年同期水平，财政支出前置发力。从中央本级财政支出与地方

财政支出来看，中央本级财政支出 3574 亿元，同比增长 7.04%；地方财政支出 25498 亿元，同比下滑 3.74%。从财

政支出细项来看，多项支出同比增速由正转负。在财政支出整体下滑的背景下，民生类支出增长疲软，但绝对水平

仍相对较高。除农林水事务外，其他基建类支出均为负增长，基建类支出增长乏力。 

政府性基金收入与支出方面，2023 年 1-6 月，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累计值为 23506 亿元，同比下降 16%，降幅

较 1-5 月走阔 1.0 个百分点。同期，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累计值 43222 亿元，同比下降 21.2%，降幅较 1-5 月

走阔 8.5 个百分点。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方面，2023 年 1-6 月，地方政府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18687 亿元，

同比下降 20.9%，累计同比降幅较 1-5 月走阔 0.9 个百分点。6 月土地市场依旧偏冷，但核心城市土拍保持一定热

度。2023 年 1-6 月，TOP100 企业拿地总额 5920 亿元，拿地规模同比下降 10.2%，降幅较上月增加 1.84 个百分点；

全国 300 城住宅用地供求规模同比分别下降 33.8%、31.4%。6 月，全国 22 个重点集中供地城市中共有 8 个城市进

行集中供地，其中合肥、深圳与杭州的溢价率超过 11.0%。 

一方面，近期释放的政策信号强调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带动经济加速修复。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新增专

项债和减税降费为两大抓手。在新增专项债额度下达至地方后，第三季度新增专项债发行或迎来年内又一高峰，

同时可以期待专项债券投向领域和用作项目资本金范围的进一步扩大。减税降费政策也于八月初落地，主要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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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延续优化税收优惠政策，以稳定实体经济信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另一方面，政策持

续强调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要求制定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可以预期发行特殊再融资债置换隐性债务将

成为化债方案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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