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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收入增速创年内新高  

财政支出向“三保”倾斜 
 

1-8月，公共财政收支差额为-28607.8亿元，同比下降

31.24%，跌幅环比收窄2.38个百分点，整体上继续呈现收支

改善趋势。 

8月公共财政收入12043亿元，同比增长5.29%，增速环

比加快0.95个百分点，创年内新高。分税收和非税收入看，

8月税收收入同比增长7.03%，涨幅较7月扩大1.29个百分点，

主要税种已悉数正增长。非税收入当月同比下降1.45%，降

幅较7月收窄4.35个百分点，为连续第3个月回升。 

8月公共财政支出16426亿元，同比增长8.74%，增速环

比放缓9.72个百分点。8月整体支出情况体现了财政支出向

“三保”倾斜的政策取向，而基建类支出则较为疲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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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收入增速创年内新高  财政支出向“三保”倾斜 

1-8月，公共财政收支差额为-28607.8亿元，同比下降31.24%，跌幅环比收窄2.38个百分点，

整体上继续呈现收支改善趋势。 

8月公共财政收入12043亿元，同比增长5.29%，增速环比加快0.95个百分点，创年内新高。分

税收和非税收入看，8月税收收入同比增长7.03%，涨幅较7月扩大1.29个百分点，主要税种已悉数

正增长。非税收入当月同比下降1.45%，降幅较7月收窄4.35个百分点，为连续第3个月回升。 

8月公共财政支出16426亿元，同比增长8.74%，增速环比放缓9.72个百分点。8月整体支出情

况体现了财政支出向“三保”倾斜的政策取向，而基建类支出则较为疲弱。 

一、公共财政收支继续改善 

2020年1-8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累计收入126768亿元，同比下降7.5%，降幅比1-7月份收

窄1.2个百分点。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累计收入59259亿元，同比下降10.1%；地方一般公共预

算本级累计收入67509亿元，同比下降5.1%。全国税收累计收入108236亿元，同比下降7.6%；非税

累计收入18532亿元，同比增长7%。1-8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累计支出149925亿元，同比下降

2.1%。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累计支出21276亿元，同比下降4.1%；地方一般公共预算累计

支出128649亿元，同比下降1.7%。 

从单月看，8月公共财政收入同比增速5.29%，7月为4.34%，连续三个月正增长。8月财政支出

同比增速为8.74%，7月为18.46%，环比下降9.7个百分点。8月全国税收收入同比增速为7.0%，环

比增长1.3个百分点；非税收入同比增速为-1.5%，降幅较上月收窄4.4个百分点，为连续第3个月

回升。 

财政赤字方面，1-8月公共财政收支差额为-28607.8亿元，同比下降31.24%，跌幅环比收窄

2.38个百分点，整体上继续呈现收支改善趋势。1-8月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为47030亿元，同比增

长2.3%，涨幅环比增加1.1个百分点；支出规模为63889亿元，同比增长21.9%，涨幅环比增加1.9

个百分点；政府性基金收支缺口为16859亿元。 

一般公共预算的收支缺口，主要通过三部分来抵补。第一是通过财政赤字来抵补，2020年两

会报告公布的财政赤字目标为3.6%以上。第二是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和地方财政结转结余资金，具

体数字并未公布。第三是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资金。按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

告估算，2020年赤字率按3.6%以上安排，规模增加1万亿元，同时政府性基金预算发行抗疫特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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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1万亿元,地方专项债券3.75万亿元,政府举债总规模达到8.51万亿元，新增3.6万亿元，广义赤

字率约为8%。 

图表 1：财政收支与差额增长走势 

 

来源：新华财经 

二、财政收入增速创年内新高 

1-8月公共财政收入累计同比下降7.5%，跌幅环比收窄1.2个百分点。其中，8月公共财政收入

12043亿元，同比增长5.29%，增速环比加快0.95个百分点，创年内新高。分税收和非税收入看，8

月税收收入同比增长7.03%，较7月增长1.29个百分点，主要税种已悉数正增长。 

从收入节奏看，1-8月已完成全年预算收入目标70.3%，仅落后去年不到1个百分点，已快于

2015年、2016年同期，9-12月仅需0.3%的财政收入增速即可完成全年预算目标，完成概率进一步

增大。 

8月增值税同比增速年内首次由负转正至3.7%，与1-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回

正相呼应，反映工业生产持续修复。受工业企业利润增速持续回升带动，8月企业所得税增速大幅

上行12个百分点至14.1%，拉高财政收入0.81个百分点，拉动效用环比增加0.35个百分点。8月财

政收入中份额最大的两大税种共计拉高当月财政收入2.06个百分点，二者均存在一定低基数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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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个人所得税增长17.5%，较上月小幅下行1个百分点，但仍位于高增区间，拉动财政收入增

速1.19个点，拉动效用环比增加0.35个百分点。自2019年起，减税政策致使个税各月降幅均显著

扩大，受低基数支撑，年内个税应表现不俗。 

印花税7月和8月增速分别为96.6%和91.8%，连续两个月增速在90%以上，反映出证券市场交易

的活跃。8月国内消费税增速下行15个百分点至1.5%，拉高财政收入0.13个百分点，拉动效用环比

大幅下降0.73个百分点。 

8月车辆购置税受低基数影响上行6个百分点至21.1%，拉高财政收入0.5个百分点，7-8月车辆

购置税高增与同期汽车零售数据可互相印证。 

8月土地和地产相关税种涨少跌多，主要为高基数影响所致。契税同比上行5个百分点至

26.8%；土地增值税下行17个百分点至4.7%；房产税降幅扩大13个百分点至-17.4%；耕地占用税下

行70个百分点至-21.8%；城镇土地使用税降幅收窄5个百分点至0%。 

从外贸相关税种看，8月“稳外贸”下的出口退税进度加快，8月出口退税同比增长15.3%，较

上月增加29.2个百分点，由于出口退税是税收中的负向，因而拖累税收增速1.53个百分点，拖累

财政1.22个百分点。 

8月非税收入同比下降1.45%，降幅较上月收窄4.35个百分点，为连续第3个月回升，本月非税

收入拖累财政收入增速0.3个百分点，拖累效用环比收窄0.4个百分点。1-8月行政事业性收费收

入、地方教育费附加等专项收入分别下降4.5%、2.5%，较上半年降幅分别收窄5.2、1.5个百分

点，反映经济步入正轨后，地方压降涉企收费力度较上半年减弱。此外，为缓解收支平衡压力，

地方可通过多渠道盘活国有资源资产提升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中央通过增加特定金融

机构与央企利润上缴提升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非税收入增速年内仍有进一步上行的弹性空间，可

支持财政收入完成预算目标。 

图表 2：各税种及非税收入对月度财政收入的贡献拆解 



 

6 / 8 

 

来源：新华财经 

三、财政支出“三保”倾向凸显，基建类支出趋弱 

1-8 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下降 2.1%，降幅较 1-7 月收窄 1.1 个百分点。从单月看，8 月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同比增速为 8.7%，较 7 月下行了 9.7 个百分点。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 2300 亿元，同比下

降 10.75%，降幅环比加深 7.59 个百分点；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4126 亿元，同比下降 12.75%，涨幅环比收窄

10.73 个百分点。从支出节奏看，1-8 月已完成全年预算支出目标 60.5%，仍落后去年 4.6 个百分点，主要是部分

项目支出进度比去年同期放缓，以及压减非急需非刚性支出。 

分中央和地方看，8月央地财政支出增速均有回落，直达资金支撑地方财政支出维持高增。8

月地方支出增速较7月下降10.7个百分点，但仍同比增长12.8%，这是直达资金提供支撑所致。截

至8月31日，在1.7万亿直达资金当中，已形成实际支出7358亿元，其中市县基层支出7125亿元，

占比96.8%。按照支出进度测算，实际支出的7358亿元占中央财政已下达资金的44.1%，高出序时

进度（7月1日起至年底）10.8个百分点。8月中央本级财政支出同比下降10.8%，降幅较7月扩大7.6

个百分点。 

8月公共财政支出16426亿元，同比增长8.74%，涨幅环比大幅收窄9.72个百分点。从分项支

出看，本月支出仍以民生领域拉动为主，社保就业、卫生健康、教育正向拉动仍大，而基建类支

出整体则为负拉动。 

具体来看，8月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同比增长34.42%，上月为87.94%，该分项拉高8月财政支

出增速达3.79个百分点，拉动效用为各项之首。教育支出本月同比增长22.3%，上月为23.66%，拉

高8月财政支出增速达2.82个百分点。债务付息本月同比增长30.35%,上月为17.84%，拉高8月财政

支出增速达1.37个百分点。卫生健康本月同比增长23.52%，上月为55.4%，拉高8月财政支出增速

达1.5个百分点。领跑的支出分项体现了8月支出的主要结构向“三保”(保基本民生、保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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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运转)倾斜，而基建类支出本月降幅扩大1.93个百分点至-3.88%，拖累财政支出增速下行0.97

个百分点。 

具体来看，8月农林水支出同比降幅收窄5.32个百分点至-8.21%，该分项拖累8月财政支出增

速0.95个百分点，拖累效用为各分项之最。8月城乡社区事务本月同比增速大幅下行85个百分点至

-10.04%，或与上月的显著高增有关，合并7-8月来看城乡社区事务支出同比15%，该分项拖累8月

财政支出增速0.9个百分点。前期一直降幅较大的交通运输支出同比增速大幅上行44.68个百分点

至19.42%，但与基数的显著降低有关，拉动8月财政支出增速0.88个百分点。 

从支出节奏来看，除了一本账支出预计将加紧完成预算以外，新增地方债提供较多增量资

金。1-8月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同比增长21.1%，增幅较1-7月扩大1.9个百分点，8月当月政府

性基金支出同比31.3%，支撑来自于7月7100亿特别国债集中发行形成的支出。7月27日《关于加快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统筹把握新增专项债与抗疫特别国债、一般债券

的发行节奏，“力争在10月底前发行完毕”。9月9日，财政部国库司在8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报告

中进一步将“力争”改为“确保”。8-10月剩余新增专项债和一般债额度将分别为8531亿、1270

亿，较去年同期增量分别达4097亿、867亿，推高同期广义财政支出增速。 

广义财政支出向基建投资的传导趋弱，或低于市场预期。从资金结构看，7月底棚改专项债

恢复新增发行，9月计划发行占比已近四成，专项债允许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进一步分流广义基建

资金。此前市场对广义财政支出传导至基建的预期主要聚焦在新增专项债增量，隐含假设是今年

新增专项债不可投土储棚改。但7月底以来棚改专项债已恢复发行，8月新增发行1565亿，占比月

内新增发行25%，9月计划发行（截至9月24日）已达1546亿，月内占比继续上升至37%，对应了新增

专项债投向广义基建比例的下降。另有2000亿新增专项债将于10月底前用于补充中小银行资本

金，进一步分流广义基建资金。 

另一方面，去年新增专项债资金近六成投向新开工项目，今年以存量项目为主，预计投向新

开工项目占比不及四成。根据财政部数据，今年截至6月15日新增发行的21936亿专项债中，用于

新建项目7897亿元、约占36%，用于在建项目14039亿元、约占64%，且用于新开工项目占比在4月

15日至6月15日间未增加。6月15日至9月24日已发行和计划发行的1.12万亿新增专项债中，7月底

以来恢复发行的棚改专项债达3264亿（占比29%），按规定仅支持已开工项目，即便剩余的7970亿

专项债用于新开工占比迅速升至60%（超去年水平），1.12万亿整体用于新开工项目的比例也不到

43%。全年剩余的0.43万亿新增专项债中，接近一半（2000亿）将被用于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其

余2300亿投向棚改在建项目的比例预计也在三成以上。 

图表 3：各科目支出对月度财政支出的贡献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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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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