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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承压非税收入占比达历史新高 

广义支出边际改善财政加力可期？ 
——2024 年 7 月财政数据点评 

 
  
 核心观点 

收入端来看，年初以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同

比持续下降，本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降幅收窄至-2.6%，但政府性基金预

算收入降幅进一步扩大至-18.5%；今年以来广义财政收入持续下滑且降

幅逐月加深，本月跌幅进一步加深至-5.3%，完成预算进度仅 53.9%、处

于历史较低水平。支出端来看，广义财政支出降幅较上月收窄至-2.0%，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速有所抬升、至 2.0%，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降

幅有所收窄、至 16.1%，但广义支出完成预算进度仅 48.5%，仍处于历史

较低水平，积极财政需进一步加力。 

1)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仍然承压，年初以来税收收入同比持续下滑、

本月降幅有所收窄，主体税种中仅消费税正增长但增速持续放缓，

企业所得税、增值税、个人所得税同比下降但降幅收窄，房地产

税种表现较弱；非税收入增速加快至 12.0%，占比创同期历史新高，

在短期内有助于缓解财政收支压力，但长期看需进一步规范管理，

同时警惕其对营商环境、财政可持续性等可能带来的影响。 

2)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进度偏慢、仅 54.45%，为近三年历史新低，

但本月出现边际改善、增速抬升，社保民生仍是支出重点且增速

较上月回暖，基建、科技支出增速抬升，债务付息压力仍较大，

其占财政支出比重达 4.58%、高于历史同期水平。 

3) 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土地市场持续低迷下，土地财政持续承压，

年内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持续呈下滑态势，7 月跌幅进一步加深，

完成预算进度仅 32.9%，且土地出让收入占比创历史新低、为

84.95 %；新增专项债提速带动下，7 月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降幅

有所收窄，但完成预算进度仍然偏慢、仅 34.30%。 

4) 整体而言，今年广义财政收支同比持续下滑，本月广义财政收入

跌幅加深，但广义财政支出降幅有所收窄。后续看，近期部分主

要经济指标呈边际走弱态势，经济复苏动能仍有待提升，需加大

稳增长、促改革力度，发挥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作用，加快政府

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探索更多增量举措等，积极促消费、扩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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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7月财政数据点评 

经济承压非税收入占比达历史新高，广义支出边际改善财政加力可期？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仍然承压，年初以来税收收入同比持续下降，非税收入增速加快、

占比创新高 

 年初以来税收收入同比持续下滑、本月降幅有所收窄，但可比口径下增速放缓，

宏观经济运行边际走弱下收入恢复压力较大。1-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

同比下降 2.6%、降幅较上月收窄 0.2 个百分点，其中 7 月当月同比下降 1.9%、降

幅较上月收窄 0.7个百分点，收入有所恢复。根据财政部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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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可比增长 1.2%左右，增速较上月回落 0.3 个百分点，表明收入恢复的压力仍然较

大。同时，完成预算进度为 60.58%、慢于去年同期 3.5 个百分点，处于历史较低

水平，收入增速距离年初预算目标（3.3%）也有较大差距，值得注意的是，7 月

主要经济指标也呈边际走弱态势，经济复苏动能仍有待提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恢复仍然承压，完成全年预算目标的压力不小，宏观政策需“持续用力、更加给

力”，及时有效发挥稳增长的政策效应。  

 税收收入同比仍下降但降幅收窄，四大主要税种中仅消费税增长，增值税、企业

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均下降。1-7 月，全国税收收入累计同比下降 5.4%、降幅较

上月收窄 0.2 个百分点，具体来看： 

1）经济运行承压下，年初以来国内增值税、个人所得税同比持续下降，企业所

得税也连续 3月下降，1-7月累计同比分别下降 5.2%、5.5%、5.4%，但降幅较上

月分别收窄 0.4个、0.2个、0.1个百分点。增值税同比下降一方面与去年的部分税

收政策特殊影响有关，另一方面也表明当前经济增长仍然承压，内需不足的问题

仍然凸显，经济运行的活力待进一步释放；企业所得税同比下降主要与需求不足、

价格低迷下企业经营持续承压有关，1-7 月全国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3.6%、

处于较低水平，全国国有企业利润也同比下降 2.0%、降幅加深，显示企业盈利仍

未明显好转；个人所得税下降一方面受到去年年中出台部分税收优惠政策的影响，

另一方面也与就业压力较大、居民收入增长承压等密切相关，今年上半年全国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名义增长 5.4%、较去年同期回落 1.1 个百分点，后续仍需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加力稳就业，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 

2）消费税是四大主要税种中唯一增长的税种，但年初以来增速逐月放缓，与居

民消费持续疲软的态势相吻合。1-7 月，国内消费税累计同比增长 5.5%，主要是

成品油、卷烟、酒等产销增长，值得注意的是，消费税增速延续年初以来的逐月

回落态势、较上月进一步回落 1.3个百分点，其中 7月当月同比增速由正转负、下

http://www.ccxi.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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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7月财政数据点评 

经济承压非税收入占比达历史新高，广义支出边际改善财政加力可期？ 

滑 3.2%，表明当前居民消费仍较为疲软，年初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持

续呈回落态势，1-7 月进一步放缓至 3.5%，需积极落实政治局会议提出的“以提

振消费为重点扩大国内需求”的要求，将宏观政策的着力点更多转向惠民生、促

消费。 

3）房地产市场仍处于底部调整期，相关税种表现较弱，房地产业五大税种合计

同比增速较上月回落 0.5 个百分点至 1.4%。其中，契税和土地增值税同比分别下

降 10.9%、7.2%，契税降幅与上月持平、土地增值税降幅扩大 2.9个百分点，耕地

占用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保持增长且均较上月有所抬升。 

 非税收入增速进一步加快、占比创同期历史最高水平，短期内有助于缓解财政收

支压力，但长期看需进一步规范管理，同时需警惕其对营商环境、财政可持续性

等可能带来的影响。1-7月非税收入累计同比增长 12.0%，增速为 2023年 3月以来

最高水平，较上月进一步加快 0.4 个百分点、已连续 4 月回升，其中 7 月当月同比

增长 14.6%；非税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达 18.0%，较去年同期抬升 2.4 个

百分点，为同期历史最高水平。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伴随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以

及大规模减税降费实施，税收收入持续承压，各地积极挖掘非税收入增长潜力，

一方面多渠道盘活存量闲置资产，另一方面加强非税收入征管，非税收入保持较

高增长，特别是今年年内持续高增。在当前经济承压背景下，非税收入的快速增

长有助于在短期内缓解因税收下滑产生的财政收支压力，但需注意，在当前非税

收入已处于较高水平、达 3.6 万亿元 1的背景下，需要加强其规范性，从结构来看，

非税收入主要来自国有资产使用、行政事业收费、罚没等，长期看需警惕其不规

范征收及异常增加对营商环境、财政可持续性等可能带来的影响。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仍偏慢、处于近三年来的历史低位，但本月有所提速，基建、

科技支出增速加快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预算进度处于近三年来的历史低位，本月累计同比增速加

快，但增速仍然较低。1-7 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累计同比增长 2.5%、增速

较上月大幅加快0.5个百分点，但仍处于较低水平，距离年初预算目标（4.0%）仍

有一定差距；完成全年预算进度 54.45%，处于近三年来历史低位。支出增速偏低、

进度偏慢或主要与收入端下降有关，“以收定支”原则下支出或被动紧缩，同时，

                         
1 此处为 2023年全国非税收入规模数据。 

http://www.ccxi.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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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7月财政数据点评 

经济承压非税收入占比达历史新高，广义支出边际改善财政加力可期？ 

“一揽子化债”推进下，地方财政支出力度相对偏弱，1-7 月地方支出增速远低于

中央，需持续关注化债推进中的地方投资压力 2。 

 社保民生仍是支出重点，基建、科技支出增速抬升，债务付息压力仍较大。1）

社保民生领域仍是财政支出重点且边际改善，1-7 月相关支出规模超 6 万亿，占财

政支出比重超四成，累计同比下降-0.5%、降幅较上月收窄 0.3 个百分点；支出规

模下降主要受卫生健康支出大幅下滑-12.0%影响，社会保障和就业、教育支出分

别累计同比增长 4.3%、1.1%，且增速均较上月有所提升，积极助力惠民生。2）

基建相关支出增速有所加快，增发国债资金重点投向的农林水事务和城乡社区事

务增速较高，分别累计同比增长 8.2%、7.2%，其中农林水事务增速较上月抬升；

节能环保、交通运输支出累计同比增长 2.9%、0.5%，且增速均较上月抬升。3）

科学技术支出增速由负转正，较上月大幅增加 5.2 个百分点至 3.8%，体现出政策

加力支持全面创新、积极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导向。4）债务付息支出压力仍然

较大，1-7 月累计同比增长 5.8%，较上月回落 0.7 个百分点，但增速仍处于较高水

平，且占财政支出比重达 4.58%、高于历史同期水平，仍需持续关注债务付息压

力及长期财政可持续性。 

 土地市场承压下政府性基金收入降幅逐月扩大，新增专项债提速带动支出降幅收窄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跌幅进一步加深。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土地市场低迷下，

今年年内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持续呈下滑态势、降幅逐月扩大，1-7 月全国政府性

基金预算收入同比降幅较上月进一步扩大 3.2 个百分点至 18.5%；完成全年预算进

度仅 32.90%，为同期历史最低水平，实现正增长的年初预算目标面临较大挑战。

土地市场持续低迷仍是主要掣肘，土地出让收入占比创历史新低。1-7月地方国有

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累计同比下降 22.3%、降幅进一步加深，其占地方政府性基

金预算收入的比重也继续回落、为 84.95%，为同期历史最低水平，土地财政依赖

程度持续下降。1-7 月房地产开发投资跌幅加深，新开工及销售仍处于较低水平，

7 月当月全国土地成交量价齐跌，土地市场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的拖累或将持

续，需落实好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新政策，尽快稳定住地产，进一步

强化去库存政策或有待，加快完善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供

给制度。 

                         
2 详见中诚信国际 2024 年 6 月 5日发布的报告《从“一揽子化债”的三个维度看当前地方投资压力》。 

http://www.ccxi.com.cn/
https://mp.weixin.qq.com/s/lbXg7TV-ZkdOPARUPT8b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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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7月财政数据点评 

经济承压非税收入占比达历史新高，广义支出边际改善财政加力可期？ 

 新增专项债提速带动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降幅收窄。1-7月，新增专项债发行规模

同比下降 28.9%，完成全年限额进度偏慢、仅 45.51%3，受此影响加之政府性基金

预算收入大幅下滑，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同比下降 16.1%，完成预算进度也为同

期历史最低水平、仅 34.3%；但随着下半年新增专项债发行使用提速，政府性基

金预算支出降幅持续收窄、1-7 月较上月继续收窄 1.5 个百分点。后续看，伴随新

增专项债发行进一步加快以及万亿特别国债资金陆续落地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

支出降幅有望继续收窄。 

 整体而言，本月广义财政收入降、支出升 4，积极财政仍需加力稳增长、促消费 

 今年以来广义财政收入持续呈下滑态势且降幅逐月加深，1-7月广义财政收入规模

为 158958亿元，同比下降 5.3%，税收持续低迷、土地出让深度下跌背景下降幅较

上月继续扩大 0.7 个百分点；完成全年预算进度 53.9%、慢于去年同期 2.9 个百分

点，实现全年预算目标面临较大压力。后续看，一方面仍需加力稳增长，扩大扩

大服务消费和公共消费，推动房地产市场实质企稳，增强经济复苏动能；另一方

面需落实好三中全会财税体制改革部署，健全税收制度，完善财政体制 5，更好

保障财政可持续。 

 收入端下滑的掣肘下今年以来广义财政支出有所下滑，但 7 月降幅有所收窄、积

极财政有所发力。1-7 月广义财政支出规模为 172170 亿元，同比下降 2.0%，降幅

较上月收窄 0.8个百分点，积极财政有所发力。但值得注意的是，支出完成全年预

算进度仅 48.5%、慢于去年同期 2.6 个百分点，为近年来最低水平。后续来看，积

极财政仍需进一步发力，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及特别国债、新增专项债等政府债券

发行使用进度，推动稳增长效应及时显现；同时将财政政策的支持重点更多转向

惠民生、促消费，可探索发放现金或数字货币提振消费的可行性，并考虑调整完

善个税体系，以促进提升居民消费能力与意愿；此外，若经济修复不及预期，可

视实际情况研究年内调升财政赤字的可行性，以支撑年内投资及经济增长。 
  

                         
3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情况详见中诚信国际 8 月 12 日发布的研究报告《图说 7 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上升，年内特殊新增

债发行已超 2000 亿》。 
4 广义财政指一般公共预算与政府性基金预算两本账之和。 
5 详见中诚信国际 2024 年 7 月 19日发布的研究报告《三中全会后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方向》。 

http://www.ccxi.com.cn/
https://mp.weixin.qq.com/s/dmKX6WOaNIWsu0BsgPCirg
https://mp.weixin.qq.com/s/dmKX6WOaNIWsu0BsgPCirg
https://mp.weixin.qq.com/s/a3VJbGa5vE41D9NqgKS-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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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承压非税收入占比达历史新高，广义支出边际改善财政加力可期？ 

附表/图： 

 

 

图 1：1-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降幅加深 图 2：1-7月非税收入增速进一步加快 

  
数据来源：财政部，中诚信国际区域风险数据库 

 
 
 

数据来源：Wind，中诚信国际区域风险数据库 
 
 
 
 
 

图 3：1-7月全国税收收入各组成分布及增速 图 4：近年 1-7月税收收入占比 

 
 

数据来源：财政部，中诚信国际区域风险数据库 
 
 
 

数据来源：Wind，中诚信国际区域风险数据库 
 
 
 
 
 

图 5：近年 1-7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进度 图 6：近年 1-7月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进度 

  
数据来源：财政部，中诚信国际区域风险数据库 

 
 
 

数据来源：Wind，中诚信国际区域风险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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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及增速 图 8：1-7月全国预算支出组成分布及增速 

  
数据来源：Wind，中诚信国际区域风险数据库 

 
 
 

数据来源：Wind，中诚信国际区域风险数据库 
 
 
 
 
 

图 9：1-7月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降幅加深 图 10：1-7月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降幅继续收窄 

  
数据来源：Wind，中诚信国际区域风险数据库 

 
 
 

数据来源：Wind，中诚信国际区域风险数据库 
 
 
 
 
 

图 11：近年 1-7月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进度 图 12：近年 1-7月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进度 

  
数据来源：Wind，中诚信国际区域风险数据库 

 
 
 

数据来源：Wind，中诚信国际区域风险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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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近年 1-7月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占比 图 14：近年 1-7月土地收入占地方基金收入比重 

  
数据来源：Wind，中诚信国际区域风险数据库 

 
 
 

数据来源：Wind，中诚信国际区域风险数据库 
 
 
 
 
 

图 15：广义财政收入降幅进一步加深，广义财政支出降幅收窄 

 
数据来源：Wind，中诚信国际区域风险数据库 

 
 

 
 
 
 
 
 

图 16：近年 1-7月广义财政收入完成进度 图 17：近年 1-7月广义财政支出完成进度 

  
数据来源：Wind，中诚信国际区域风险数据库 

 
 
 

数据来源：Wind，中诚信国际区域风险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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