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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财政收入承压、支出减速 
 

【内容摘要】 
 
财政收入承压、支出减速。5 月份，受去年年

中出台的一些减税降费政策对今年产生翘尾减收、
去年同期中小微企业缓税入库抬高基数等特殊因素
持续影响，财政收入延续负增，同比下降 3.2%，但
在中央和地方财政多渠道盘活国有资金和资产筹集
收入弥补下，降幅较上月收窄 0.5 个百分点；受收
入承压掣肘，财政支出有所放缓，全国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同比增速较上月回落 3.5 个百分点至 2.6%。 

政府性基金收入降幅走阔、支出降幅收窄。5

月份，在商品房市场销售恢复缓慢的情况下，房企
资金方面持续承压，拿地策略依旧保持谨慎姿态，
土地市场持续低迷，以土地出让收入为主的地方政
府性基金收入降幅扩大，同比增速从上月的-18.2%

降至-22.2%；由于新增专项债加快发行“赶进度”，
相关资金使用增加，带动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同比增速从-35.9%升至-14.2%。 

财政政策有效落实、相机加力。展望下半年，
考虑到目前国内有效需求有待提振，在落实好前期
出台措施的基础上，财政或相机加力，谋划增量政
策工具。一是优化税费优惠政策；二是新批特殊再
融资债额度，预计规模在 1 万亿元左右；三是加强
财政货币协同，加量投放 PSL 撬动重点项目建设，
以及新投放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等；四是加大国
有资本经营利润、结存利润、国有资产等盘活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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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财政收入承压、支出减速 

温彬  孙莹 

 

 

 

5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 3.2%，降幅较上月收窄 0.5个百分

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 2.6%，较上月回落 3.5 个百分点；全国政

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同比增速从上月的-18.2%降至-22.2%，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

让收入从-21.2%降至-27.4%；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从-35.9%升至-14.2%。 

 

 一、财政收入承压

5 月份，受去年年中出台的一些减税降费政策对今年产生翘

尾减收、去年同期中小微企业缓税入库抬高基数等特殊因素持续

影响，财政收入延续负增，但在中央和地方财政多渠道盘活国有

资金和资产筹集收入弥补下，降幅有所收窄。 

具体来看，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 3.2%，降幅较

上月收窄 0.5 个百分点。其中，税收收入降幅走阔，同比增速从

上月的-4.9%降至-6.1%；非税收入增速明显加快，从上月的 5.8%

升至 15.8%，主要是各级财政部门积极应对收支平衡压力，多渠

道盘活国有资金和资产。 

 



    

 

 
3 

 

-60

-40

-20

0

20

40

60

80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024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目标增速 

-60

-40

-20

0

20

40

60

80

100

税收收入 非税收入 

4.0  
1.4  

-10.6  

-1.1  

3.5  

-34.9  

-2.8  
-6.1  

-1.4  

-22.0  

-30.3  

-0.9  

-40

-30

-20

-10

0

10

20

2024年4月 2024年5月 

0%

20%

40%

60%

80%

100%

120%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12月 11月 10月 9月 
8月 7月 6月 5月 
4月 3月 2月 1-5月 

图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当月同比增速          图 2：税收收入与非税收入当月同比增速 

              

 

 

 

 

 

图 3：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各分项同比增速         图 4：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完成进度 

              

 

 

 

 

 

数据来源：万得 

税收收入中，主要税种表现分化。一方面，受工业品价格上

涨带动，国内增值税同比增速从上月的-9.6%升至 4.0%；个人所

得税从-18.8%升至-1.1%，随着城镇就业状况继续改善，带动居

民收入增长。另一方面，消费税从 2.1%降至 1.4%，主要与居民

烟酒、金银珠宝消费回落有关；企业所得税从 0.7%降至-10.6%，

反映国内有效需求仍然不足，工业企业效益恢复基础仍需巩固；

房地产相关税收从-0.4%降至-0.9%，4 月底政治局会议提出要“统

筹研究消化存量房产和优化增量住房的政策措施”，从中央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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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也推出了一系列稳市场、去库存措施，但从近一个月情况看，

政策效果正逐渐呈现出短期化、点状化特征，对整体市场提振有

限，房地产市场“房价跌—销售弱—回款难—拿地下降—投资下

滑”的负反馈链条尚未打破。 

1-5 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 2.8%，较 1-4

月回落 0.1 个百分点，扣除特殊因素影响后可比增长 2.0%左右，

与 1-4 月持平，反映国内有效需求仍显不足，经济向好基础仍待

巩固；预算完成进度为 43.3%，低于过去五年同期均值 45.2%。 

二、财政支出减速 

5 月份，受收入承压掣肘，财政支出增速有所放缓。具体来

看，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 2.6%，较上月回落 3.5 个百

分点。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同比增速从上月的 10.4%

降至 9.2%，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从 5.3%降至 1.3%。 

分项来看，基建、民生等主要分项支出增速均不同程度回落。

基建方面，整体支出增速从上月 9.5%降至 5.3%，除交通运输外，

节能环保、城乡社区、农林水支出增速均有所回落；民生方面，

教育支出从 4.9%降至-0.9%，科学技术支出从 25.2%降至-8.8%，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从 6.9%降至 0.4%，不过社会保障和就

业支出从 4.5%升至 8.3%，主要与各地抢抓毕业生就业关键期、

加大稳就业政策力度有关；债务付息方面，支出同比增长 8.4%，

较上月回落 2.8 个百分点，债券市场利率中枢保持下行趋势，有

利于减轻政府债务付息压力。 

1-5 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 3.4%，较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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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回落 0.1 个百分点，低于全年 4.0%的预算目标；预算完成进度

为 38.0%，略高于过去五年同期均值 37.7%。 

图 5：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当月同比增速          图 6：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进度 

              

 

 

 

 

 

图 7：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各分项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万得 

三、政府性基金收入降幅走阔、支出降幅收窄 

在商品房市场销售恢复缓慢的情况下，房企资金方面持续承

压，拿地策略依旧保持谨慎姿态，土地市场持续低迷，以土地出

让收入为主的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降幅扩大。5 月全国政府性基

金预算收入同比增速从上月的-18.2%降至-22.2%，其中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收入从-21.2%降至-27.4%。诸葛数据研究中心监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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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显示，5 月全国主要地级市土地溢价率为 1.9%，同环比分别下

降 4.7 和 2.0 个百分点，创 2023 年以来新低，各线城市土拍热度

全面下降。 

由于新增专项债加快发行“赶进度”，相关资金使用增加，

政府性基金支出降幅收窄。5 月份，新增专项债发行 4383 亿元，

较去年同期增加 1629 亿元，带动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同比

增速从上月的-35.9%升至-14.2%。 

图 8：政府性基金和土地出让收入当月同比增速   图 9：政府性基金支出当月同比增速 

            

 

 

 

 

 

图 10：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进度                图 11：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进度 

             

 

 

 

 

 

数据来源：万得 

1-5 月份，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同比下降 10.8%，降幅

较 1-4 月扩大 3.1 个百分点，预算完成进度为 23.5%，不及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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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的 23.9%；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同比下降 19.3%，降幅

较 1-4 月收窄 1.2 个百分点，预算完成进度为 23.0%，不及去年

同期的 29.1%。 

四、财政政策将有效落实、相机加力 

展望下半年，在落实好前期出台措施的基础上，积极财政政

策有望进一步加码扩围，聚焦关键环节发力，不断增强经济发展

内生动力，提高内循环的质量水平。 

一方面，抓好落实，提高资金效益和政策效果。统筹用好超

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中央预算内投资，推动重点领

域、重大项目建设，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带动放大效应；加快财政

支出进度，重点支持科技、民生、教育等与我国国情发展及战略

规划密切相关的领域；深入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确保债务高风

险省份和市县既真正压降债务、又能稳定发展。 

另一方面，考虑到目前国内有效需求有待提振，财政或相机

加力，谋划增量政策工具。一是优化税费优惠政策，继续围绕科

技创新、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等实行结构性减税，同时完善涉企收

费联合监管、联合惩戒机制，提升涉企收费监管的法治化水平。

二是新批特殊再融资债额度，预计规模在 1 万亿元左右。三是加

强财政货币协同，加量投放 PSL 撬动重点项目建设，以及新投

放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等。四是加大国有资本经营利润、结存

利润、国有资产等盘活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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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研究成果 

1. 5 月地方债发行放量（民银研究，2024 年 5 月 31 日） 

2. 财政政策靠前发力、有效落实——4 月财政数据观察（民银研究，2024 年 5 月 21 日） 

3. 超长期特别国债即将启动发行（民银研究，2024 年 5 月 14 日） 

4. 地方债发行重心或后移（民银研究，2024 年 4 月 30 日） 

5. 收入状况约束支出强度——3 月财政数据观察（民银研究，2024 年 4 月 23 日） 

6. 二季度地方债发行提速或有限（民银研究，2024 年 4 月 2 日） 

7. 财政收入增速偏低，财政支出靠前发力——1-2 月财政数据点评（民银研究，2024 年

3 月 22 日） 

8. 2024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六大看点（民银研究，2024 年 3 月 12 日） 

9. 今年新增专项债额度小幅增加—1-2 月地方债发行数据点评（民银研究，2024 年 3 月

5 日） 

10. 2023 年财政运行总体平稳（民银研究，2024 年 2 月 1 日） 

11. 发行节奏平稳，规模再创新高—2023 年地方债发行数据点评（民银研究，2024 年 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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