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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经济复苏加速，6 月财政收入当月同比增速首次转正。其中，所得

税增速显著上升，源于企业利润及个人所得的大幅增加，进口环节税受进

口额增加的拉动也由负转正，增值税增速虽为负值但降幅持续收窄。  

6 月份财政支出当月同比增速普遍下降，一般性支出仍保持压减趋势。

但是农林水事务支出呈现持续增长趋势，或与南方抗洪支出有关。交通运

输支出由负转正，主要源于 6 月政府基建相关支出增加。 

虽然收入增速提升而支出增速下降，但财政收支缺口绝对额仍然有所

扩大。因为前期存在较大的财政收支缺口，同时财政政策持续发力引起支

出绝对额的增加，所以财政收支压力依然较大。 

此外，土地成交进一步加快带动 6 月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累计同比

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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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2020 年 6 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当月同比 3.2%，前值-10.0%；财政

支出当月同比-14.4%，前值-3.9%。全国税收收入当月同比 9.0%，前值-7.2%；

非税收入当月同比-16.8%，前值-26.6%。 

 

点评： 

6 月份国内经济复苏加快，税基增加较快，财政收入同比增速首次为正，

特别是税收收入增速大幅上升，支出降幅扩大，但总体收支压力依然持续。 

 

1、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税收收入当月同比首次为正 

6月财政收入当月同比首次为正，税收收入由负转正，非税收入持续负增

长。随着 6 月经济大部回暖，大部分行业经济复苏呈良好态势，6 月份财政收

入当月同比增速 3.2%，较上月上升 13.2 个百分点，主要受税收收入大幅增加

的带动：税收收入同比增速 9.0%，较上月上升 16.2 个百分点；6 月非税收入增

速仍为负值，当月同比增速-16.8%，较上月降幅收窄 9.8 个百分点。 

 

图表 1  税收收入降幅连续收窄，非税收入下降显著 

 

资料来源：WIND, 兴业研究 

 

税种结构上，当月多个税种由负转正，增值税降幅持续收窄。6 月企业及

个人所得税、消费税及进口环节税当月同比增速均为正值，增值税降幅收窄，

反映 6 月经济整体逐步回归，经济复苏情况良好。 

所得税方面，企业所得税增速显著，同比增速 22.4%，较上月大幅上升 33.8

个百分点，主要受益于工业企业利润增速的回升。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速 13.0%，

较上月上升 25.2 个百分点，说明疫情后企业盈利水平恢复良好，个人收入显著

增加。这同时也折射出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的生产经营

起到了正向激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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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  主要税种当月同比增速变化 

 

资料来源：WIND, 兴业研究 

 

进口环节税收方面，6 月份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同比上升 9.7%，较上

月加快 25.2 个百分点，主要是由于 6 月我国进口规模当月同比增速首次转正，

带动进口环节税收大幅上升。 

 

图表 3  进口额影响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 

 

资料来源：WIND, 兴业研究 

 

增值税方面，6 月份增值税同比增速-2.7%，较上月降幅继续收窄，但相较

其他税种回升速度较慢，或由于疫情期间增值税减免力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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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  工业增加值与增值税收入当月同比 

 

资料来源：WIND, 兴业研究 

 

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支出项目普遍下降，交运支出由负转正 

 6 月份财政支出当月同比增速为-14.4%，前值为-3.9%，较上月降幅扩大 10.5

个百分点。支出持续大幅下降，仅农林水支出与交运支出为正增长。 

大力压减一般性财政支出，增加农林水事务支出，交运支出由负转正。6 月

农林水支出为正，同比增速 28.3%，较上月上升 16.2 个百分点。农林水事务支

出主要是政府在农业、林业、水利及扶贫等方面的支出，且主要集中在地方政

府层面。6 月农林水支出同比增长较快也可能与南方抗洪支出增加有关。 

 

图表 5  主要财政支出当月同比变化 

 

资料来源：WIND, 兴业研究 

 

6 月交通运输支出同比增速 6.1%，为 2020 年以来首次转正，较上月上升

25.3个百分点，主要与交通运输相关基建的增加有关。从累计同比增速变化看，

交通运输支出的增加是交通运输投资增速的同步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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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  交通运输支出与交运投资累计同比变化 

 

资料来源：WIND, 兴业研究 

 

尽管多项税收收入同比转正，财政收支压力依然较大。6 月一般公共预算

赤字 7626 亿元，较上月增加 6480 亿元，在财政收入有显著增加且大部分财政

支出项目增速为负的情况下，财政收支差额仍然有所扩大。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目前的增收要弥补前期的财政收支缺口；另一方面，当前财政政策的

持续加力引起支出绝对额的较大增加，因而未来的财政收支压力仍然较大。  

                                                                                                                                                                                                                                                                                                                                                                                                                                                                                                                                                                                                                                                                                                                                                                                                                                                                                                                                                                                                                                                                                                                                                                                                                                                                                                                                                                                                                                                                                                                                                                                                                                                                                                                                                                                                                                                                                                                                                                                                                                                                                                                                                                                                                                                                                                                                                                                                                                                                                                                                                                                                                                                                                                                                                                                                                                                                                                                                                                                                                                                                                                                                                                                                                                                                                                                                                                                                                                                                                                                                                                                                                                                                                                                                                                                          

图表 7  6 月财政收支压力增大 

 

资料来源：WIND, 兴业研究 

                                                                                                                                                                                                                                                                                                                                                                                                                                                                                                                                                                                                                                                                                                                                                                                                                                                                                                                                                                                                                                                                                                                                                                                                                                                                                                                                                                                                                                                                                                                                                                                                                                                                                                                                                                                                                                                                                                                                                                                                                                                                                                                                                                                                                                                                                                                                                                                                                                                                                                                                                                                                                                                                                                                                                                                                                                                                                                                                                                                                                                                                                                                                                                                                                                                                                                                                                                                                                                                                                                                                                                                                                                                                                                                                                                                 

3、政府性基金收入：土地出让收入累计增速由负转正 

1-6 月份，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同比下降 1.0%，降幅较前值收窄 3.5 个

百分点。其中，1-6 月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同比上升 5.2%，较前值回升 4.3

个百分点，自 5 月首次转正以来持续上升。土地市场回暖使土地出让收入回升，

带动了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的增加，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疫情带来的财政收支压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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