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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七月財收降2.6% 內需偏弱待提振
財政部：隱性債務規模下降 地方債務風險總體可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在上半年經濟增速

有所放緩、物價水平持續低位

等影響下，今年1-7月全國財

政收入同比下降2.6%，7月當

月財政收入同比下降1.9%，降

幅略有收窄。財政部 26 日表

示，後幾個月隨着宏觀政策落

地見效，經濟回升向好態勢不

斷鞏固，再加上減稅緩稅等特

殊因素影響逐步消退，將對財

政收入增長形成支撐。財政部

還強調，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得

到整體緩解，隱性債務規模逐

步下降，目前地方政府債務風

險總體可控。

財政部26日公布 7月財政收支數據，前7個
月，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即狹義口徑的

全國財政收入）為 135,663 億元（人民幣，下
同），同比下降2.6%。財政部解釋，今年前7個
月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同比下滑，受2022年製
造業中小微企業緩稅入庫抬高2023年基數、2023
年年中出台減稅降費政策減收等特殊因素影響，
財政收入低位運行。若扣除這一特殊因素，前7個
月全國財政收入同比增長1.2%左右。7月當月，
全國財政收入同比下降1.9%，降幅較上月收窄0.7
個百分點。財政收入增長主要仍靠非稅收入支
撐。

7月四大稅種同比均為負
民生證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陶川指出，今年
以來公共財政收入增速下滑，主要原因是稅收收
入表現不佳。稅收收入是經濟的「晴雨表」，7
月，稅收收入同比下降4%，增值稅、消費稅、企
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4大稅種同比均為負數；再
加上，地產相關稅降2%、證券交易印花稅同比降
61%、車輛購置稅降12.9%等，均表明內需偏弱，
有待提振。
「外需熱」在稅收上亦有體現，外貿企業出口
退稅同比增速從6月下降13.6%轉正為7月大增
16%，關稅由同比下降9.7%轉為增長5.2%，進口
貨物增值稅及消費稅從下降3.2%轉為增長8.3%。

非稅收入近三月兩位數增長
在稅收下滑的同時，非稅收入接過財政收入增
長的「接力棒」。陶川表示，今年以來非稅收入
持續正增長，到7月已連續三個月兩位數增長。支
撐非稅收入增長，主要是地方政府多渠道盤活存
量資產、依法收繳罰沒收入。

土地出讓收入同比降22.3%

此外，作為地方財力的重要來源，土地出讓收
入不計入一般公共預算，而是納入政府性基金預
算管理。財政部數據顯示，7月國有土地使用權出
讓收入同比下降40.3%，降幅較6月擴大5個百分
點，顯示地產及土地市場仍未明顯好轉。前七月
累計，土地出讓收入同比下降22.3%，降幅較上半
年擴大4個百分點，拖累同期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
降幅擴大至18.5%。
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章俊指出，今年以來財
政收入缺口較大，稅收和土地收入均明顯降低，
背後是經濟增長目標承壓，尤其是名義經濟增速
可能低於預期。為堅定不移實現全年經濟社會目
標，今年內財政政策仍有必要加碼。

專家倡再降息支持基建地產
章俊建議可在年初決定發行1萬億元超長期特別

國債的基礎上，進一步增發特別國債加碼「兩新
兩重」投資（「兩新」指推動大規模設備更新和
消費品以舊換新、「兩重」指發行超長期特別國
債支持重大戰略實施和重點領域安全能力建設，
編者註）；增發普通國債彌補收入缺口等，以及
進一步降息支持基建地產。另外，通過再發行一
定規模地方政府特殊再融資債券，置換部分到期
地方政府隱性債務等方式，對地方債務進行置
換、重組，緩解地方財政壓力。
對於當前地方債務風險，財政部表示，2023年
以來已在地方政府債務限額空間內安排一定規模
的再融資政府債券，支持地方特別是高風險地區
化解隱性債務等，緩釋到期債務集中償還壓力，
降低利息支出負擔。按照「省負總責，市縣盡全
力化債」的原則，各地立足自身努力，統籌各類
資源，制定化債方案，逐項明確具體措施。經過
各方面協同努力，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得到整體緩
解，隱性債務規模逐步下降。總的看，目前我國
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總體可控。

中國人民解放軍南部戰區26日權

威發布，8 月 26 日，中國人民解放

軍南部戰區組織陸軍部隊赴瑞麗、

鎮康等邊境一線，開展臨邊武裝巡

邏和空地聯合警巡，旨在檢驗戰區部隊快速機

動、立體封控、聯合打擊能力，維護邊境地區

安全穩定。根據年度訓練計劃，中國人民解放

軍某部定於2024年8月27日至29日，位中緬邊

境我方一側組織實兵實彈演習。此間，軍事專

家指出，演習針對性較強，旨在防患於未然，

保障我邊境安全。

南部戰區公布四個演習區域，包括瑞麗市戶

育鄉附近地域、瑞麗市畹町鎮附近地域、鎮康

縣勐堆鄉附近地域、耿馬傣族佤族自治縣孟定

鎮附近地域。

旨在檢驗快速機動等三項能力
此間，軍事專家宋忠平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表

示，緬甸接壤中國西南邊陲，對中國西南經濟

發展乃至國家安全都至關重要。中國非常關注

該地區的和平穩定，更加關注中國邊境安全。

緬北地區戰亂不斷，已經長達幾十年，中國也

擔心緬北衝突會殃及中國境內。所以解放軍加

強相關演習，希望防患於未然，保障邊境安全

和國家安全，因此這次演習具有很強的針對

性。

南部戰區指出，是次演訓旨在檢驗快速機

動、立體封控、聯合打擊能力。對此，宋忠平

表示，快速機動是針對我邊境地區如果發生意

外，能夠快速把部隊向衝突地區進行轉移和部

署，做好快速反應的能力。立體封控指如果出

事，可以採取一定措施，對邊境做到有效的立

體管控，確保不會危及我邊境和邊民的安全。

聯合打擊能力則是指如果對方有意在我邊境地

區挑起軍事衝突點，我們會對這個源頭實施打

擊，來確保不會對我們再造成更多和更大傷

害。宋忠平強調，演訓也有震懾和警示之意，

提醒緬甸各方，無論是誰、無論如何，都不能

波及中國安全，要謹慎而為。

宋忠平表示，中國希望能有一個長期和平穩定

的周邊環境，為此也在不斷拓展周邊外交工作，

希望能在緬甸問題上促和洽談，也希望緬甸國內

能夠維護民族團結，打造真正意義上的民族團結

政府，讓緬甸不要再成為一個內戰國家。

中方冀在緬甸問題上促和洽談
自2023年10月份以來，果敢同盟軍、德昂軍

和若開軍組成的「三家兄弟聯盟組織」在緬甸

撣邦北部發動「1027 行動」。今年 5 月，「三

兄弟聯盟組織」發動「1027行動」第二階段進

攻。近期，緬甸國內進入新一輪的武裝衝突，

政府軍和國內少數民族地方武裝（民地武）在

撣邦北部大打出手。今年4月，聯合國人權事務

負責人表示，自去年10月衝突爆發以來，緬甸

戰亂已蔓延至若開邦17個鄉鎮中的15個，已有

超過320萬人成為境內流離失所者，年輕人正在

離開緬甸，試圖躲避衝突和強迫徵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日前在

北京會見聯合國秘書長緬甸問題特使畢曉普時

強調，中國是緬甸最大的鄰國，沒有哪個國家

比中國更希望緬甸恢復穩定、實現發展。緬甸

領導人敏昂萊21日在內比都表示，緬方將全力

維護中國在緬人員項目安全，切實維護緬中邊

境安全穩定，絕不允許任何有損中國安全和利

益的行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

解放軍中緬邊境實彈演習 專家：防患未然 震懾警示
特稿特稿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空軍1架
運—20、7架八一飛行表演隊殲—10表演機26日
從西北某機場起飛，應埃及空軍邀請赴埃參加
首屆埃及航展。
埃及航展將於9月3日至5日舉辦。據空軍新
聞發言人謝鵬介紹，這是空軍八一飛行表演隊
首次前往非洲國家進行飛行表演，也是表演隊
出國表演航程最遠的一次。航展期間，運—20將
在埃及阿拉曼機場實現海外飛行「首秀」，並
進行靜態展示。
「任務機組通過科學分析、精準測算，在滿

足任務要求的基礎上，精簡優化攜行物資。」
運—20飛行員袁博說，「我們還為運—20海外飛行
『首秀』專門設計了一整套飛行展示動作。」
據介紹，運—20將與殲—10表演機編隊「飛越

金字塔」。空軍八一飛行表演隊隊長李斌表
示，金字塔是古埃及文明的象徵，相信中國空
軍飛行表演編隊與金字塔歷史性的「同框」，
必將帶來視覺上的震撼，更為中埃友誼留下歷
史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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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在全國
財政收入下降的同時，財政支出保持增長，7月增
速有所加快。財政部26日發布數據，7月全國一
般公共預算支出由降轉增，同比增長6.6%，增速
較6月加快9.6個百分點。1-7月，全國一般公共預
算支出155,463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
2.5%。不過，前7個月財政支出進度不及往年，
僅完成年初預算的54.5%，比上年同期下降0.6個
百分點，為2021年以來最低。
財政部引述數據稱，重點領域支出得到較好保
障。其中，1-7月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增長4.3%，
農林水支出增長8.2%，城鄉社區支出增長7.2%。後
幾個月，預計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將平穩增長。

科技支出同比增48.3%
民生證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陶川指出，今年

前7個月，財政支出方向主要朝着科技、節能環
保、基建三大方向集中，7月財政支出中科學技術

支出同比增長48.3%，與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政策方
向不謀而合；另外，7 月節能環保支出增長
16.6%，基建支出增長12.1%。
財政部有關負責人表示，今年前7個月，各地發

行新增地方政府專項債券17,749億元，主要用於
市政建設和產業園區基礎設施、社會事業、交通
基礎設施、保障性安居工程等黨中央、國務院確
定的重點領域建設，發揮了專項債券資金強基
礎、補短板、惠民生、擴投資等積極作用，為經
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
財政部表示，下一步將會同相關部門指導督促
地方進一步加快專項債券發行使用進度，提高專
項債券資金使用效益，帶動擴大有效投資，推動
盡快形成實物工作量。
另外，今年1萬億元超長期特別國債也正計劃發
行，疊加 2.4萬億元新增債券待發行，市場普遍預
計8月至11月將迎來發債高峰，將支撐財政支出
穩步增長。

支出進度不及往年 社保就業等領域增長

前七月主要稅種表現
◆受去年同期基數較高、政策翹尾減收等因素
影響，國內增值稅同比下降5.2%。

◆與企業享受稅費優惠政策減免稅金額增長和
企業彌補新冠疫情期間虧損金額大幅增加有
關，企業所得稅同比下降5.4%。

◆成品油、捲煙、酒等產銷增長帶動下，消費
稅同比增長5.5%，是四大稅種中唯一增長
稅種。

◆受到2023年年中嬰幼兒照護等個稅專項附
加扣除標準提高影響，個人所得稅收入同比
下降5.5%。

◆受去年減半徵收證券交易印花稅政策翹尾因
素影響，證券交易印花稅同比下降55%。

◆土地和房地產相關稅收中，契稅收入同比下
降10.9%，土地增值稅收入下降7.2%，折射
房地產市場依然低迷。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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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強調，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得到整體緩解，隱性債務規模逐步下降，目前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總體可控。圖為早前山
東曹縣稅務局的工作人員上門走訪，介紹減稅降費助企發展相關優惠政策。 資料圖片

◆早前，運-20飛機在空軍航空開放活動上進行
飛行展示。 網上圖片

◆1-7月，企業所得稅同比下降5.4%。圖為江蘇
南通一家企業內的生產景象。 資料圖片

◆1-7月土地增值稅收入下降7.2%，折射房地產
市場依然低迷。圖為成都天府新區。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