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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财政部召开2020年

前三季度财政收支情况新闻发布会。

财政部办公厅副主任王庆阁主持发布

会，财政部国库支付中心主任刘金云、

预算司一级巡视员王克冰、税政司副

司长陈东浩出席发布会，并回答了记

者提问。2020年前三季度，随着减税

降费等助企纾困政策加快落实，经济

逐月持续稳定恢复，带动全国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连续4个月正增长，9月份

扣除特殊因素后，收入增幅比上月继

续提高，好于预期。各级政府牢固树

立过紧日子的思想，压减非急需非刚

性支出，同时加快直达资金下达和使

用，疫情防控、脱贫攻坚、基层“三保”

等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

亮点一：财政收入增长逐月好转

1—9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141002亿元，同比下降6.4%。前

三季度各季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

幅分别为-14.3%、-7.4%、4.7%，总体

呈现一季度收入大幅下降后二季度触

底回升、三季度由负转正的持续向好

态势。特别是6月份以来，全国财政

收入当月增幅连续4个月正增长，6—

9月收入分别增长3.2%、4.3%、5.3%、

4.5%，其中，9月份扣除去年同期特定

国有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等特殊

因素后，财政收入同比增长约8%。

从税收收入看，主要经济指标

稳步恢复，9月当月主体税种增幅全

面转正。1—9月累计，全国税收收入

118876亿元，同比下降6.4%，降幅比

一季度和上半年分别收窄10个、4.9

个百分点，其中，9月全国税收收入

同比增长8.2%，当月主体税种全面转

正。分税种看，1—9月，国内增值税

下降13.5%，比上半年收窄5.6个百分

点。其中，9月当月，工商业增值税实

现连续3个月增长，主要是工业生产

增长持续加快；营业税改征的增值税

年内首次转正，主要是服务业复苏有

所加快。企业所得税下降4.9%，降幅

比上半年收窄2.3个百分点，主要是

企业利润连续3个月两位数增长。进

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下降9.4%，降幅

比上半年收窄6.8个百分点，主要是

一般贸易进口回暖。

从非税收入看，地方多渠道盘活

国有资源资产带动非税收入增长，涉

企收费继续下降。1—9月累计，全国

非税收入22126亿元，同比下降6.7%。

中央非税收入2490亿元，同比下降

52.9%，主要是去年同期特定国有金

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基数较高。地

方非税收入19636亿元，同比增长

6.6%，主要是积极挖掘潜力，多渠道

盘活国有资源资产增加收入，地方国

有资本经营收入和国有资源（资产）

有偿使用收入合计拉高地方非税收入

增幅6.7个百分点。同时，企业负担持

续减轻，涉企收费继续下降，全国行

政事业性收费收入下降3.1%、地方教

育费附加等专项收入下降1.2%。

亮点二：

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

1—9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175185亿元，同比下降1.9%。其

中，中央本级支出24542亿元，下降

2.1%，剔除国防、债务付息支出后，

下降11.7% ；地方财政支出150643亿

元，下降1.9%。全国财政支出下降，

除了年初几个月受疫情影响，部分项

目支出进度比去年同期放缓外，主要

是各级政府严格落实过紧日子的要

求，压减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其中，一

般公共服务、城乡社区支出分别下降

7.3%、31.3%。同时，疫情防控、脱贫

攻坚、基层“三保”等重点领域支出得

到有力保障，与疫情防控直接相关的

公共卫生支出增长66.1%，扶贫、住房

保障、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分别增长

14.3%、9.4%、8.2%。另外，1—9月累

计，列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的地方政府

新增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超2.8

万亿元，同比增长1.4倍，主要用于补

短板重大建设，扩大有效投资，对有

效对冲疫情影响、稳住经济基本盘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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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了积极作用。

亮点三：

全年减税降费预计将超 2.5 万亿元

今年以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的部署要求，财政部会同

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阶段性、有针

对性的减税降费措施。包括：对疫情

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供应给予税费

优惠；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企业

给予税费减免；加大鼓励社会捐赠的

税收优惠力度；完善出口退税政策；

减免社保费和医保费等。特别是为帮

扶小微企业渡过难关，在前期已实施

普惠性税费减免政策的基础上，进一

步加大税收优惠力度，对小规模纳税

人减免增值税，允许小微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延缓缴纳所得税。实施上述政

策措施，预计全年减轻社会负担超过

2万亿元，加上2019年实施大规模减

税降费在今年形成的翘尾减收约5000

亿元，预计全年新增减税降费规模将

超过2.5万亿元。

为使企业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坚决落实落细减

税降费政策，把该减的税减到位，该

降的费降到位。加大政策宣传解读力

度，确保企业用足用好政策；加快直

达资金下达，缓解基层财政压力，支

持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加强监督检查，

确保依法依规组织收入、严禁违规征

收税费。从目前各方面反映的情况看，

减税降费措施落实有力，政策受益面

广，实施效果良好。今年1—8月，全

国实现减税降费18772.86亿元。其中，

新增减税降费11711.34亿元，翘尾新

增减税降费7061.52亿元。对纾解企

业困难、稳定市场主体、支持复工复

产和经济平稳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亮点四：中央直达资金实际支出高

出序时进度 11.2 个百分点

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指导督促各

地加快直达资金分配和使用，盯牢直

达资金支出使用，加强直达资金监控，

推动直达机制有力有效、安全到位，

将资金落实到市场主体和民生上，目

前惠企利民政策已逐步显现。根据财

政部直达资金监控系统数据统计，截

至9月30日，在实行直达管理的1.7

万亿元资金中，各地已将1.566万亿

元直达资金下达到资金使用单位，形

成实际支出10214亿元，占中央财政

已下达地方资金的61.2%。如果按照

下达时间算起到年底完成全部支出测

算，支出进度已高出序时进度11.2个

百分点。已支出资金中，市县基层支

出共计9961亿元，占比97.5%，体现

了资金直达基层的政策效用。其中市

级支出1558亿元，占比15.2% ；县级

支出8403亿元，占比82.3%。省级支

出253亿元，占比2.5%，主要是按照

省级统筹要求列支的养老保险补助经

费和普惠金融资金对重点保障企业的

贷款贴息。 

亮点五：

基层“三保”工作措施给力

财政部高度重视基层“三保”工

作，综合采取措施增强地方“三保”保

障能力，支持地方兜牢“三保”底线。

一是进一步加大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

度。为缓解基层“三保”压力，财政部

把基层“三保”作为预算安排的重中

之重，2020年通过采取新增赤字、发

行抗疫特别国债、压减中央本级支出

等措施，加大对地方转移支付力度，

增量和增幅都是近年来最高的，并重

点向中西部和困难地区倾斜。同时，

专门设立特殊转移支付，阶段性提高

地方财政资金留用比例，支持地方财

政应对疫情影响弥补减收增支和县

级“三保”缺口。二是建立健全体制机

制，增强地方“三保”能力。去年财政

部专门印发文件指导地方建立事前审

核、事中监控、事后处置的“三保”预

算管理工作机制，要求省级财政部门

对县级“三保”预算安排进行审核把

关，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对高风险县

区进行重点关注，并组织其他县区定

期报告“三保”预算执行情况；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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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省对县“三保”突发风险事件快

速应急处置机制。今年，财政部专门

成立“三保”工作领导小组和直达资

金监控工作领导小组，建立新增财政

资金特殊转移支付机制，通过体制机

制更好推动地方落实兜牢基层“三保”

底线的任务，确保新增财政资金直达

市县基层。三是加强对地方“三保”工

作的督促指导。今年以来，财政部多

次召开全国财政系统工作会议布置

“三保”工作，压实地方主体责任，强

调“三保”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优先

顺序；先后印发了《财政部关于有效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切实加强地方

财政“三保”工作的通知》《财政部关

于进一步做好“三保”工作的通知》等

文件，指导地方做好“三保”工作，布

置地方和各地监管局全面开展“三保”

摸排和监管监控，目前已组织地方抓

好明年预算草案编制工作，牢牢兜住

“三保”底线。  

亮点六：

专项债推动一批国家重大项目建设

2020年，全国人大批准安排新增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75万亿元。经国

务院批准，前期已提前下达3.55万亿

元，剩余2000亿元用于支持化解中小

银行风险的预分配额度已通知地方。

1—9月，全国各地专项债券发行使用

情况总体良好，符合政策预期。发行

使用进度快、规模大，截至9月30日，

全国各地发行（新增）专项债券33652

亿元（不包括再融资），占已下达额

度的95%；发行规模同比增加12355

亿元，增长58%；已发行专项债券资

金已支出2.8万亿元，占发行规模的

83%。重点投向党中央、国务院确定

的重点领域，重点用于国务院确定的

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农林水利、生

态环保、民生服务、冷链物流设施、

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等七大领

域，同时积极支持“两新一重”、公共

卫生设施建设中符合条件的项目。用

于交通、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以及职业教育和托幼、医疗、养老等

民生服务领域约占8成；用于生态环

保、农林水利、能源、冷链物流等领

域约占2成。推动了一批国家重大项

目建设，按照“资金跟着项目走”等原

则，财政部督促各地把使用专项债券

资金的项目前期工作作为最重要的环

节做深、做细、做实、做好，一批既促

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两

新一重”建设及公共卫生设施建设项

目扎实推进。同时重点向京津冀协同

发展、“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

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自贸港建

设等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倾斜。另

外，专项债用作重大项目资本金发挥

带动作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合理扩大专项债券作为符合条

件的重大项目资本金范围，并将各地

专项债券用作项目资本金规模占比从

20%提高至25%。各地已有近3000亿

元专项债券用作铁路、轨道交通、农

林水利、生态环保等领域符合条件的

重大项目资本金，发挥“四两拨千斤”

的带动作用。  

亮点七：

专项债资金使用效益不断提高 

财政部高度重视提高专项债券资

金使用效益，督促各地认真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要求，扎实做好专项

债券发行使用相关工作，切实提高资

金效益。一是优化新增专项债券资金

投向。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坚

持专项债券用于有收益的公益性项

目，融资规模与项目收益相平衡，重

点用于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的七大领

域，积极支持“两新一重”、公共卫生

设施建设中符合条件的项目，可根据

需要及时用于加强防灾减灾建设。二

是严格新增专项债券使用负面清单。

严禁将新增专项债券资金用于置换存

量债务，决不允许搞形象工程、面子

工程。严禁用于发放工资、单位运行

经费、发放养老金、支付利息等，严

禁用于企业补贴等。三是允许地方依

法合规调整债券用途。赋予地方一定

自主权，对短期内难以实施的项目，

允许省级政府及时按程序调整用途，

优先用于“两新一重”、城镇老旧小区

改造、公共卫生设施建设等领域符合

条件的项目。四是加快新增专项债券

资金使用进度。抓紧安排已发行未使

用的债券资金投入使用。对专项债券

发行使用实行穿透式、全过程监控，

既督促加快专项债券资金使用进度，

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也要保证资金

使用用到关键处、紧要处，确保项目

质量，决不乱花钱。五是加大专项债

券信息公开力度。贯彻党中央、国务

院有关部署，发挥全国统一的地方政

府债务信息公开平台作用，全面详细

公开发行专项债券对应项目信息，加

快推进专项债券项目库公开，对组合

使用专项债券和市场化融资的项目以

及专项债券用作资本金的项目要单独

公开，以公开促规范、以公开防风险。

六是健全通报约谈机制和监督机制。

定期通报专项债券发行使用进度、使

用情况，对资金拨付进度快、安排使

用合规有效的地方予以表扬，对资金

拨付进度慢、安排使用不合规的地方

予以通报，防止债券资金滞留国库，

同时避免资金拨付后沉淀在项目单

位，确保债券资金发挥应有的效益和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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