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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月税收收入同比转正，非税收入高增，带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提速。

10 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5.5%，增速较上月加快 3.0 个百分点，其中，税收收

入增长 1.8%（前值为下降 5.0%），为年内同比首度转正，非税收入同比增长 39.6%，增

速较上月的 25.2%大幅加快。

10 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提速，且税收收入同比实现回正，一方面与去年同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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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退有

关，另一方面，也因在 9月底一揽子增量政策出台后，政策效果初显，10 月主要宏观经

济指标普遍回升，带动税基改善。

具体来看，四大税种中，增值税、消费税、个人所得税收入 10 月同比较上月均有

明显回升，是当月税收收入同比转正的主要拉动。其中，增值税收入同比降幅较上月大

幅收窄 10.9 个百分点至-1.2%——同比仍延续负增，主要受 PPI 同比续降拖累；消费税

收入同比回正至 10.2%（前值-16.3%），除因基数走低外，也与当月汽车等应税消费品

零售额增速大幅回升相印证；个人所得税收入同比回正至 5.6%（前值-1.8%），主要原

因是去年下半年出台的个税减税政策翘尾减收影响减退，以及 10 月二手房交易大幅升

温。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0 月印花税收入同比增长 25.9%（前值-19.5%），其中证券交

易印花税高增 152.5%（前值-32.2%），主因央行推出两项针对资本市场的融资工具，股

市上涨动能增强，10 月证券交易活跃度明显升温。

10 月其他主要税种收入增速虽普遍放缓，但主要受非基本面因素影响。其中，企

业所得税收入同比增速放缓至 5.2%（前值 25.4%），主要源于此前两个月为企业所得税

小月，同比高增后自然回落；房地产相关的契税和土地增值税收入同比降幅均有所走阔，

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基数抬升，以及 10 月房地产成交量扩大尚未在相关税收中充分反

应；而从土地和房地产相关税种整体来看，10月同比增长 2.3%，增速较前值-2.1%有所

回升，与当月房地产市场景气回暖相印证；在汽车销售增速加快背景下，10月车辆购置

税收入同比降幅扩大至-20.1%（前值-18.5%），主因去年同期基数走高，以及新能源汽

车渗透率大幅提高。另外，10月进口增速转负，拖累当月进口相关税种收入同比降幅有

所扩大。

非税收入方面，近期财政部部长蓝佛安提到，“今年以来……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盘

活政府存量资源资产，加强国有资本收益管理，保障财政支出需要”。在此背景下，10

月非税收入同比增速大幅加快至 39.6%，1-10 月累计同比增长 15.3%，增速显著高于同

期税收收入累计同比（-4.5%），为稳定财政收入、保障财政支出力度发挥了积极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10 月 8 日国家发改委新闻发布会强调，“及时对罚没收入增长异常的地

方进行提醒，必要时进行督查。”罚没收入一般占非税收入的 10%左右，10月政策效果

或尚未充分体现。

（二）稳增长政策力度加码以及财政收入端改善带动下，10 月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明显提速。10月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 10.4%，增速较上月加快 5.2 个百分点。当

月各分项支出增速普遍加快，其中基建类支出提速势头显著——10 月基建类四项支出合

计同比增长 29.3%，增速较上月大幅加快 25.8 个百分点。这表明，伴随增量财政政策推

出，财政支出端加大了对稳增长领域的投入。民生类支出中，10月科技和卫生健康支出

同比两位数增长，且增速较上月明显回升，同时，社保就业支出连续第二个月同比高增，

当月同比较上月进一步加快 3.6 个百分点至 16.0%，显示当前政策面正在加大对稳就业

的支持力度。

（三）10 月土地出让金收入增速改善，带动政府性基金收入降幅收窄。10 月当月

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下降 10.0%，降幅较上月收窄 4.2 个百分点，其中，土地出让

金收入同比下降 10.5%，降幅较上月继续收窄 8.3 个百分点。这一方面受当月土地市场

边际回暖带动，另一方面可能也与土地出让金收入年底加快入库有关。专项债资金加快

投放背景下，10月政府性基金支出同比高增。10月全国政府性基金支出同比增长 47.9%，

增速较上月加快 13.7 个百分点。我们判断，这主要与稳增长政策发力背景下，专项债

资金加快落地投放有关。

（四）整体上看，10 月广义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2.4%，增速较上月加快 4.0 个百分

点，广义财政支出同比增长 20.4%，增速较上月加快 7.8 个百分点。广义财政支出明显

提速，一方面由于收入端改善对支出的约束减弱，另一方面也因增量财政政策陆续出台，

财政扩张在新一轮稳增长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预计年底前两个月财政支出端将保持

发力强度。尽管目前财政收入端仍然偏弱，财政平衡压力较大，但财政部此前表示 “有

充足的政策工具和资源，能够保障今年全国财政收支实现平衡，重点支出力度不减”，

主要手段或包括安排央企或央行上缴利润、动用地方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存量资金等。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1月 8 日人大常委会通过增加 6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

存量隐性债务的议案，同时，从 2024 年开始，我国还将连续五年每年从新增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中安排 8000 亿元用于化债。两项加起来，合计能够直接增加地方化债资源 10

万亿元。其中，6万亿元债务限额已下达地方，11 月中旬以来，各地开始启动用于置换

隐债的再融资专项债发行。我们认为，化债相关安排虽然不能直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

但可以让地方政府“腾挪”出原本用来化债的资金，用于稳增长和巩固“三保”，这将

对缓解地方财政压力，保持地方财政支出力度起到有力的支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