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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2024 年 1-7 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 2.6%，扣除去年特殊因素影响

后可比增长 1.2%左右；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 2.5%。全国政府性基金预

算收入、支出分别同比下降 18.5%、16.1%。 

平安观点： 
 财政收入增速跌幅收窄。根据财政部公布的可比口径增速推算，7 月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单月同比约为-0.6%，较 6 月提升 0.5 个百分点。其中，税收

收入的累计同比跌幅略收窄，非税收入增速达到 2023 年 3 月以来新高。分

税种看，7 月税收增长主要得益于国内增值税、进口环节税收改善，而国

内消费税、土地及房地产相关税收增速回落。1）国内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

收入同比降幅收窄，作为前两大税种，二者增速仍为负，表明经济复苏的

动能仍有待提升。2）进口环节货物增值税和消费税、关税累计同比增速提

升，与进口的恢复相关联。7 月中国进口同比增长 7.2%，较上月反弹 9.5

个百分点。3）国内消费税、个人所得税和和车辆购置税同比增速回落，居

民收入及消费的恢复力度不强。4）房地产行业仍拖累税收表现，土地和房

地产相关税收同比增速回落。 

 财政支出增速达年内最高。7 月公共财政支出单月同比增长 6.6%，达年内

最高值，高于 3.8%的全年预算支出增速。公共财政赤字使用进度较快，以

使用赤字/（预算赤字+调入资金）衡量的赤字使用率，今年 1-7 月为

32.2%，强于去年同期的 21.3%，仅次于 2022 年同期。从支出的具体领域

来看：1）投向基建相关领域的支出累计同比增速 5.9%，较上半年提升

0.9 个百分点。2）投向科学技术领域支出累计同比增长 3.8%，较上半年提

升 5.2 个百分点，体现政府支持高质量增长的导向。3）投向民生领域的支

出累计同比回落 0.5%，较上半年跌幅收窄 0.3 个百分点，仍处较低水平。 

 政府性基金支出提速，受专项债加速发行支撑。7 月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

累计同比增速回落至-18.5%，其中土地出让金收入累计同比-22.3%。7 月

全国政府性基金支出累计同比-16.1%，较上月收窄 1.5 个百分点。1-7 月政

府性基金收、支缺口为 1.79 万亿，低于去年同期的 2.06 万亿。地方政府

性基金收支缺口主要依靠地方专项债弥补，7 月新增专项债发行 3500 多亿

元，较去年同期高 1500 多亿元。7 月广义财政支出累计同比增长-2.0%，

较上半年跌幅收窄 0.8 个百分点。 

 我们认为，三季度广义财政支出有望持续提速，对稳增长形成持续支撑。

截至 8 月 26 日，企业预警通统计的 8 月已公告发行新增专项债规模 7217

亿元，较去年同期高 1200 多亿元；9 月份各省计划新增发行专项债规模为

6733 亿元，较去年同期高 3100 亿元左右。新增专项债加速发行，对于政

府性基金支出的支撑仍将延续。 

 风险提示：稳增长政策落地不及预期，地缘政治冲突升级，海外经济衰退程度超预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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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6日财政部公布 2024年 7月财政收支情况。2024年 1-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 2.6%，扣除去年特殊因

素影响后可比增长 1.2%左右；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 2.5%。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支出分别同比下降 18.5%、

16.1%。我们解读如下： 

 

一、 公共财政收入恢复 

7 月财政收入跌幅收窄。2024年 7 月，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单月同比下跌 1.9%，较 6 月提升 0.7 个百分点。按照财政部公

布的可比口径（扣除去年同期中小微企业缓税入库抬高基数、去年年中出台的减税政策翘尾减收等特殊因素影响）累计同

比增速倒推，可比口径下，7月单月全国一般公共财政收入同比减少 0.6%，较 6月提升 0.5个百分点。 

税收收入同比跌幅略收窄，非税收入进一步提速。2024 年 7 月，税收收入累计同比减少 5.4%，较上月跌幅收窄 0.2 个百

分点；非税收入累计同比增长 12%，创 2023年 3月以来新高。 

图表1 2024 年 7 月一般公共财政收入同比跌幅略收窄 图表2 2024 年 7 月中国非税收入增速进一步提升 

  

资料来源: Wind, 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 Wind, 平安证券研究所 

 

分税种看，7月税收增长主要得益于国内增值税、进口环节税收改善，而国内消费税、土地及房地产相关税收增速回落。 

1） 国内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收入同比降幅收窄，主要得益于基数推升。2024 年 7 月，国内增值税收入累计同比减少

5.2%，较上月跌幅收窄 0.4个百分点；企业所得税收入累计同比减少 5.4%，较上月跌幅收窄 0.1个百分点。增值税和

企业所得税是中国的前两大税种，二者增速为负，表明企业盈利尚未明显好转，经济复苏的动能仍有待提升。 

2） 进口环节的税收同比提速。2024年 7月，进口环节货物增值税和消费税累计同比增长 1.8%、关税累计同比-3.7%，分

别较上半年提升 1.1 和 1.5 个百分点，与进口的恢复相关联。7 月中国进口同比增长 7.2%，较上月反弹 9.5 个百分点。 

3） 与居民收入及消费相关联，国内消费税、个人所得税和和车辆购置税同比增速回落。2024年 7月，国内消费税累计同

比增长 5.5%，较上半年回落 1.3 个百分点，未能延续此前高增长的态势。消费税是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关注，

有望成为地方政府收入增量的来源。与居民消费相关的车辆购置税拖累加大，前 7个月累计同比减少 6.5%，较上半年

增速回落 1.1 个百分点。收入是消费的基础，国内消费税和车辆购置税的制约因素在于，居民收入的恢复力度不强。

2024年 7月，个人所得税累计同比减少 5.5%，较上半年略改善 0.2个百分点，但未改负增态势。 

4） 房地产行业仍拖累税收表现，土地和房地产相关税收同比增速回落。2024 年 7 月，土地和房地产相关的税收收入（包

括耕地占用税、房地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和契税）累计同比增长 1.4%，较上半年增速回落 0.5 个百分

点，对税收增长形成拖累。 

(15)

0

15

30

19 20 21 22 23 24

累计同

比，%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可比口径)

(20)

(10)

0

10

20

30

18 19 20 21 22 23 24

累计同

比，%
中国:税收收入 中国:非税收入



 

 

 
 

宏观点评 

 
3/ 6 

 

图表3 2024 年 1-7 月各税种收入增长情况及占比 

 

资料来源: 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4 2024 年 7 月土地及房地产相关税收增速回落 

 

资料来源: 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二、 公共财政支出提速 

2024年 7月，公共财政支出单月同比增长 6.6%，达年内最高值，高于 3.8%的全年预算支出增速。 

公共财政赤字使用进度较快，减收背景下仍保持一定支出力度。今年 1-7 月公共财政收入完成全年预算的 60.6%，为近五

年来次低，仅高于 2022 年；公共财政支出完成全年预算的 54.5%，也是五年来次低，仅高于 2020 年；以使用赤字/（预

算赤字+调入资金）衡量的赤字使用率，今年1-7月为 32.2%，强于去年同期的21.3%，仅次于 2022年同期。 

从支出的具体领域来看，公共财政对基建和科技领域的支出提速。 

1）投向基建相关领域的支出累计同比增速 5.9%，较上半年提升 0.9 个百分点；尤其是节能环保、交通运输、农林水事务

支出，前 7个月累计同比增速分别较上半年提升 2.3、2和 1.4个百分点，仅投向城乡社区事务支出的支出增速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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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投向科学技术领域支出累计同比增长 3.8%，较上半年提升5.2个百分点，体现政府支持高质量增长的导向。 

3）投向民生领域的支出累计同比为-0.5%，较上半年跌幅收窄 0.3 个百分点。边际上，教育、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

支出均有恢复，前 7个月累计同比增速分别较上半年提升 0.5、0.1和 0.1个百分点。 

图表5 2024 年 1-7 月财政支出进度基本持平历史同期 图表6 2024 年 7 月实际赤字使用进度达 32.2% 

  

资料来源: Wind, 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 Wind, 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7 1-7 月中国财政支出投向情况 

 

资料来源: 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三、 广义财政支出提速 

土地出让对政府性基金收入的拖累加大。2024年 7月，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累计同比为-18.5%，较上半年回落 3.2个百分

点；土地出让金收入累计同比为-22.3%，较上半年回落4个百分点。 

政府性基金支出提速，受专项债加速发行支撑。2024 年 7 月，全国政府性基金支出累计同比为-16.1%，跌幅较上月收窄

1.5个百分点。1-7月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全年预算的 32.9%，全国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全年预算的 34.3%，二者均处

于 2018 年以来最低点。2024年 1-7 月政府性基金收、支缺口为 1.79 万亿，低于去年同期的 2.06 万亿。地方政府性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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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缺口主要依靠地方专项债弥补，据财政部负责人介绍，2024 年 1-7 月各地发行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1.77 万亿元，

其中 7月单月发行规模 3500多亿元，较去年同期高 1500多亿元。 

我们认为，三季度广义财政支出有望持续提速，对稳增长形成持续支撑。2024 年 1-7 月，广义财政支出累计同比增速为-

2.0%，较上半年跌幅收窄 0.8个百分点。三季度新增专项债加速发行，对于政府性基金支出的支撑仍将延续。截至 8月 26

日，企业预警通统计的 8月已公告发行新增专项债规模 7217 亿元，较去年同期高 1200多亿元；9 月份各省计划新增发行

专项债规模为 6733亿元，较去年同期高3100亿元左右。 

图表8 2024 年 1-7 月政府性基金收入降幅扩大  图表9 2024 年前 7月政府性基金收支均处近年同期最低 

  

资料来源: Wind, 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 Wind, 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10 2024 年 1-7 月广义财政支出同比降幅收窄 图表11 2024 年三季度以来专项债发行明显提速 

  

资料来源: Wind, 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 Wind, 企业预警通，平安证券研究所  

 

风险提示：稳增长政策落地效果不及预期，地缘政治冲突升级，海外经济衰退程度超预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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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解及分析方法。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分析员于发出此报告日期当日的判断，可随时更改。此报告所指

的证券价格、价值及收入可跌可升。为免生疑问，此报告所载观点并不代表平安证券的立场。 

平安证券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可能参与此报告所提及的发行商的投资银行业务或投资其发行的证券。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 版权所有。保留一切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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