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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2020年财政收支：逐季好转  好于预期
本刊记者｜张蕊

1 月 28 日，财政部召开 2020 年财政收支情况网上

新闻发布会，介绍了 2020 年财政收支情况，并回答了

记者的提问。据介绍，2020 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

环境，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各级财政部门

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决落实积极的

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的要求，推动减税降费和财

政资金直达机制等规模性助企纾困政策落地见效，经

济持续稳定恢复，财政收入逐季好转。

收入下降 3.9%，好于预期

2020 年，全 国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182895 亿 元，

同比下降 3.9%。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2771

亿元，同比下降 7.3%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

100124 亿元，同比下降 0.9%。全国税收收入 154310 亿

元，同比下降 2.3% ；非税收入 28585 亿元，同比下降

11.7%。

从主要税收收入项目来看，国内增值税 56791 亿

元，同比下降 8.9%。国内消费税 12028 亿元，同比下

降 4.3%。企业所得税 36424 亿元，同比下降 2.4%。个

人所得税 11568 亿元，同比增长 11.4%。进口货物增值

税、消费税 14535 亿元，同比下降 8.1%。关税 2564 亿

元，同比下降 11.2%。出口退税 13629 亿元，加上动用

以前年度结转资金安排的 920 亿元，全年实际办理出

口退税 14549 亿元。城市维护建设税 4608 亿元，同比

下降 4.4%。车辆购置税 3531 亿元，同比增长 0.9%。印

花税 3087 亿元，同比增长 25.4%，其中，证券交易印花

税 1774 亿元，同比增长 44.3%。资源税 1755 亿元，同

比下降 3.7%。土地和房地产相关税收中，契税 7061 亿

元，同比增长 13.7% ；土地增值税 6468 亿元，同比增

长 0.1% ；房产税 2842 亿元，同比下降 4.9% ；耕地占

用税 1258 亿元，同比下降 9.5% ；城镇土地使用税 2058

亿元，同比下降 6.2%。环境保护税 207 亿元，同比下降

6.4%。车船税、船舶吨税、烟叶税等其他各项税收收入

合计 1153 亿元，同比增长 2.8%。

从收入运行特点来看，一是经济持续稳定恢复，

财政收入逐季回升。2020 年 1—4 季度，全国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增幅分别为 -14.3%、-7.4%、4.7%、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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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度持续向好的态势。其中，疫情暴发蔓

延时，2、3 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分别下降 21.4%、26.1%，

财政收支矛盾十分突出。随着减税降费和新增财政资

金直达机制等规模性助企纾困政策效果逐步显现，复

工复产复市复业有序推进，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

果，经济逐月持续稳定恢复，带动 6 月份以后全国财政

收入当月增幅连续正增长。二是主要经济指标企稳好

转，带动主体税种增幅回升。2020 年，全国税收收入

154310 亿元，下降 2.3%，降幅逐步收窄，主要是经济

持续稳定恢复，工业增加值、企业利润、进出口等主要

经济指标逐步回升。其中，国内增值税下降 8.9%，累

计降幅连续 8 个月收窄，10、11、12 月当月分别增长

9.1%、8.1%、7.7%，基本恢复正常。进口货物增值税、

消费税下降 8.1%，降幅随着一般贸易进口增幅回升而

逐步收窄。企业所得税下降 2.4%，主要是下半年企业

利润恢复性增长带动收入累计降幅收窄。个人所得税

增长 11.4%，主要是居民收入随经济复苏恢复性增长

以及股权转让等财产性收入增加。土地增值税、契税

分别增长 0.1%、13.7%，主要是土地出让和房地产销售

增长。全年实际办理出口退税 14549 亿元，有力促进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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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出口稳定增长。三是多渠道盘活国有资源资产带动

地方非税收入增加，涉企收费继续下降。2020 年，全国

非税收入 28585 亿元，下降 11.7%。其中，中央非税收

入下降 62.3%，主要是 2019 年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央

企上缴利润增加，基数较高。地方非税收入增长 5.6%，

主要是各级政府积极挖掘潜力，多渠道盘活国有资源

资产增加收入，其中，地方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

收入增长 17.8%，拉高地方非税收入增幅 5.4 个百分点。

同时，严禁以组织税费为由减弱减税降费效果，坚决

防止违规揽税收费、以清缴补缴名义等增加企业负担。

2020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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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教育费附加等专项收

入下降 0.3%。

另外，2020 年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93489 亿

元，同比增长 10.6%。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政府性基

金预算收入 3562 亿元，同比下降 11.8% ；地方政府性

基金预算本级收入 89927 亿元，同比增长 11.7%，其

中 ,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84142 亿元，同比增长

15.9%。

企业新增减负预计超过 2.5 万亿元，并将持续推进

2020 年以来，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坚持积极的财

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出台实施

了 7 批 28 项有针对性的减税降费措施，其中既有支持

疫情防控保供的应急措施，也有帮扶受疫情影响较大

困难行业的措施，还有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措施，特

别是聚焦帮扶小微企业渡过难关，进一步加大税费支

持力度。预计 2020 年为企业新增减负超过 2.5 万亿元。

一是重点支持小微企业纾困发展。全国 5000 多万

户小规模纳税人中，近九成免征增值税的基础上，对

余下 600 多万户征收率从 3% 降为 1%。2020 年 1—11

个月，共计减免增值税 911 亿元。阶段性减免中小微企

业和个体工商户养老、工伤、失业保险费占三项社保

费全部减免额的近 90%。通过“免减缓”等一系列措施，

帮助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2020 年民营经

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8%，高于全国企业总体水平 2 个

百分点。

二是有效保障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供应。2020 年

1—11 月，累计为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减免

税费 652 亿元。其中，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

享受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共退税 183 亿元 ；重点防

疫物资生产企业享受新购置设备企业所得税税前一次

性扣除政策，减免税额 84 亿元。减税降费措施有效增

加了企业现金流，减少资金占用，支持企业扩大生产，

大幅提升了疫情防控物资保障能力。

三是帮扶困难行业企业复工复产。受疫情影响行

业中交通运输、住宿、服务业等减税降费受益面最大，

2020 年 1—11 月，纳税人享受免征增值税政策，共减轻

负担 382 亿元 ；各地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纳税人给予

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减免政策，累计减税 292 亿

元。通过多种税费减免，有力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复工

复产复业复市，受疫情影响行业正在逐步恢复增长。

四是有力支持稳就业、保民生。2020 年实施的有

针对性减税降费政策，叠加近年来出台的小微企业普

惠性税收减免措施，实实在在降低了企业用工成本，有

力支持企业稳定岗位和生存发展。截至 2020 年底，全

国 10 万户重点税源企业销售收入税费负担率（企业缴

纳的税收和社保费等支出占销售收入比重）预计同比

下降 8% ；全国新办涉税市场主体 1144 万户，同比增

长 10.1%，高于前两年水平，市场主体数量增长较快，

有力支撑了保居民就业。

“当前我国经济呈现稳定恢复增长态势，但疫情变

化和外部环境仍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一些行业仍在

消化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经济稳定恢复的基础还不

牢固。下一步，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

决策部署，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

务，进一步完善减税降费政策，提高政策的精准性和

有效性，持续发挥减税降费政策效应。”财政部相关负

责人说。据介绍，下一步，财政部将坚决落实落细减税

降费政策，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国务院减税降费决策

部署落实到位，确保企业和人民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

得感。着力优化减税降费落实机制，加强部门协同配

合，推进减税降费信息共享，密切关注各行业税负变

化，跟踪做好效果监测和分析研判，及时研究解决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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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反映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加大宣传和政策解读力度，

提高纳税人和缴费人政策知晓度，帮助企业用足用好

政策。持续优化纳税服务，简便办税程序，完善具体服

务措施，畅通减税降费“最后一公里”。与此同时，将持

续推进减税降费政策。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持续

实施深化增值税改革、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等制

度性减税降费政策。继续执行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

免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促进企业

复工复产和经济平稳运行。坚决防止弱化减税降费政

策红利。加强对地方工作指导和督促，严肃组织收入

工作纪律，严格按法规和政策规定征收税费，加大各

类违规涉企收费整治力度，严肃查处政策不落实、增

加企业负担、损害群众利益等问题，确保各项措施落

实到位。

支出增长 2.8%，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2020 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45588 亿元，同

比增长 2.8%。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 35096

亿元，同比下降 0.1%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10492

亿元，同比增长 3.3%。

从主要支出项目来看，2020 年各级政府严格落实

过紧日子的要求，全国一般公共服务、城乡社区支出分

别下降 1.1%、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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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卫生健康

支出增长 15.2%，其中与疫情防控直接相关的公共卫生

支出增长 74.9% ；农林水支出增长 4.4%，其中扶贫支

出在 2019 年增长 14.3% 的基础上又增长 1.5% ；社会保

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10.9% ；住房保障支出增长 10.5% ；

教育支出增长 4.4% ；交通运输支出增长 3.2%。  

据介绍，2020 年收支矛盾较为突出，财政部门综

合采取一系列措施克服困难、化解矛盾，努力挖掘增

收节支潜力，保持预算平衡和财政稳定运行。一是多

渠道筹集资金。在特殊时期采取特殊举措，赤字率从

2.8% 提高至 3.6% 以上，新增财政赤字 1 万亿元。安排

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 3.75 万亿元，比上年增加 1.6 万

亿元。发行抗疫特别国债 1 万亿元。同时加大各类结

转结存资金盘活使用力度，多渠道努力增加可用财力，

弥补财政减收增支缺口。二是设立并实施资金直达机

制。按照“中央切块、省级细化、备案同意、快速直达”

的原则，新增财政赤字和抗疫特别国债 2 万亿元全部

转给地方，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资金直达市县基

层、直接惠企利民，推动资金高效精准投放到终端，支

持基层落实“六保”任务。三是坚持政府过紧日子。中

央部门带头精打细算、勤俭节约，本级支出安排负增

长，其中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减 50% 以上。督促地方

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强化“三公”经费管理，严格执

行各项经费开支标准，严禁铺张浪费和大手大脚花钱，

厉行节约办一切事业。四是大力优化支出结构。坚持

有保有压，把严把紧预算支出关口，集中财力保障党

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的有效落实，重点支持疫

情防控、脱贫攻坚、基层“三保”等领域。同时，加强绩

效结果应用，坚决削减低效无效资金，切实将有限的

资金用在刀刃上。五是加大对地方的财力支持。安排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 8.39 万亿元，增长 12.8%，增量和

增幅为近年来最高，重点向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

地区、贫困地区以及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地区倾斜，提

高地方尤其是困难地区的财力水平，支持地方兜牢“三

保”底线。

新增专项债券 3.75 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

体可控

2020 年，全国人大批准安排新增专项债券额度

3.75 万亿元，经国务院批准后中央财政已分批全部下

达各省（区、市）。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除用于支持中小

银行化解风险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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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看，2020 年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情

况良好、符合政策预期，有效发挥了地方政府债券对

冲疫情影响、扩大有效投资、促进宏观经济平稳运行

等积极作用。

截至 2020 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25.66 万亿元，

控制在全国人大批准的限额 28.81 万亿元之内，加上纳

入预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债务余额 20.89 万亿元，全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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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债务余额 46.55 万亿元，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20

年 GDP 初步核算数 101.6 万亿元计算，政府债务余额与

GDP 之比（负债率）为 45.8%，低于国际通行的 60% 警

戒线，风险总体可控。

“下一步，财政部将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按照‘开好前门、严堵后门’的思路，加

强与相关部门的分工合作和协同监管，进一步完善地

方政府规范举债融资机制，抓实化解隐性债务风险工

作。”财政部相关负责人说。 

据介绍，在防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方面，财政部将

持续完善法定债务管理，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兼

顾稳增长和防风险需要，合理确定政府债券规模，保

持适度支出强度。继续坚持“资金跟项目走”原则，提

前做好项目准备，完善专项债券项目确定机制，适当

放宽发行时间限制，合理扩大使用范围，提高债券资

金使用绩效。持之以恒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持续用

力、久久为功。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对各类新增隐

性债务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问责一起，终身问

责、倒查责任 ；稳妥化解隐性债务存量，完善常态化

监控、核查、督查机制，对各类隐性债务风险隐患做到

早发现、早处置，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在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方面，财政部将进一步

夯实管理制度，加强专项债券管理，提高政府债券资

金使用绩效，发挥专项债券对加快重大项目建设、做

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的积极作用。一是及

时出台工作指引。明确专项债券用途调整的程序、范

围、时限、信息公开等要求，指导地方开展好相关工作，

尽早形成实物工作量。二是持续强化监管。提高信息

化监管手段，对专项债券管理实行“一竿子插到底”穿

透式监控，及时掌握项目资金使用和建设进度等信息，

督促地方规范使用债券资金。三是强化信息公开。充

分发挥全国统一的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平台作用，

督促地方公开债券信息以及项目建设进度、资金使用

进度等，以信息公开强化外部约束。四是做好专项债

券项目准备。指导地方做好 2021 年专项债券高质量项

目准备，坚持负面清单管理，确保项目合格合规 ；坚

持形成有效投资，确保形成实物工作量 ；坚持债务风

险防范，确保法定债券不出现风险。

记者传真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开展 2020 年度新闻记者证核验工作的通知》（国新出发函

〔2021〕1 号）精神，现对中国财政杂志社《中国财政》编辑中心已领取记者证人员名单

 进行公示，欢迎监督。

李颖、赵军、方震海、陈素娥、刘慧娴、李艳芝、韩璐、张蕊、李烝、雷艳、刘永恒

廖朝明、张小莉

举报电话：010-88227019（中国财政杂志社人事处）

     010-83138953（国家新闻出版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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