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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财政形势总体呈现紧平衡下的负重前行格局，这与政府持续推动大规模减税降费以

及扩大支出应对内外部冲击有密切关系，财政部门通过压、保、调持续提升理财能力，服务国家大

局。今年上半年财政形势延续此种格局，同时由于是疫后平稳转段后的第一年，经济在波浪式发展、

曲折式前进，需求集中释放与疤痕效应并存，直接影响到了财政运行的节奏。

从收入端看，财政收入恢复性增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速达到13.3%，增速前低后高，反

映出实体经济在疫后逐步恢复。但要看到，上半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较高主要是在二季度实现

的，这又主要源于去年二季度留抵退税导致的低基数，剔除基数效应后实际上是常态化增速，两年

平均增速为0.9% ；房地产市场低迷引发土地出让收入在去年同期负增长的基础上再度负增长，部

分地方政府的可支配财力扩张有限，对城投风险、基建稳增长、财政运转和公共服务提供等产生了

影响。面临复杂局势，财政部门始终坚持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积极纾解企业困难、盘活

存量资源。上半年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增长10.7%，罚没收入下降16.2%，注重对营商环境的保护，

避免了“税不够，费来凑”的局面。

从支出端看，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和专项债在保民生、稳增长和保障基层财政运转上发挥了积极

作用。其一，上半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结构呈现出明显的保障民生的倾向，社保、教育、卫生健康支

出高于整体支出增速。事实上，这是过去十年来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的延续，我国财政持续落实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推动支出结构从以物为主转向以人为主，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为高质量

发展奠定人才基础。其二，专项债发行并投入到投资中形成的支出有利于发挥出基建稳增长、稳就

业的作用。其三，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下达进度较快，有利于保障基层财政，帮助解决基层财政困

难、保障基本公共服务提供。

下半年财政收入增速取决于经济增速、物价水平和去年同期基数，总体上看当年增速可能较二

季度和上半年有所回落，但两年平均增速可能相对平稳。其一，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加大宏观逆

周期调节力度，同时近期支持民营经济31条出台，随着财政、货币和房地产以及提振民营经济信心

的举措逐步生效，经济继续回升，有利于提振财政收入增速。其二，PPI和CPI虽然还将处于较低位

置，但在下半年可能迎来向上的拐点，降幅收窄对财政收入的负贡献收窄。其三，从基数效应的角

度，去年留抵退税主要在上半年，因此对今年财政收入增速的影响也主要在上半年，下半年增速将

逐步回归并回落。

财政政策要继续加力提效，在宏观上扩大需求、微观上提振信心和全局上防范风险方面发挥积

极作用，巩固经济社会发展向好趋势。其一是延续、优化、完善并落实好税费优惠政策，增强政策的

精准性、针对性，着力纾解企业困难，提升政策效能，呵护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等重点

行业和群体。其二是进一步加大优质项目储备，平衡收益与债务，尽快发行专项债投入到项目上 ；

根据经济形势依法适当使用专项债结存限额，进一步拉动基建稳增长。其三是积极防范化解地方债

务风险，推动地方政府积极盘活存量资源偿还债务，同时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展市场化、法治化的

谈判拉长债务周期、降低债务利率，存量化债与增量控制并行、财政化债与金融化债并行，一揽子防

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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