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IFD 季报》系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集体研究成果之一，

旨在定期、系统、全面跟踪全球金融市场、国内宏观经济、中国

资金流动、国家资产负债表、财政运行、债券市场、股票市场、

房地产金融、金融机构等领域的动态，并对各领域的金融风险状

况进行评估。《NIFD 季报》由三个季度报告和一个年度报告构

成。NIFD 季度报告于各季度结束后的第二个月发布，并在实验室

微信公众号和官方网站同时推出；NIFD 年度报告于下一年度 3 月

份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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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9 年前三季度我国经济增长 6.2%，经济增长继续运行在

合理区间，但分季度看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工业结构调整

继续推进，新动能持续壮大；就业比较充分，就业韧性总体较

好；消费物价继续走高，生产出厂价格继续走弱；进口增速降

幅超过出口，国际收支改善，外汇储备平稳，官方储备增长；

支出增速高于收入增速，财政政策聚力增效；金融运行总体平

稳，金融市场信用分化明显。 

从财政收入形势看，受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实施更大规模

减税降费，以及上年部分减税降费政策翘尾减收等因素影响，

2019 年前三季度财政收入增速大幅降低，而且三季度税收收入

增速继续放缓。从财政支出形势看，各领域对财政资金需求很

大，三季度财政支出增速从高位略有回落。综合分析，2019 年

财政减收增支，收支平衡难度加大，财政通过扩大地方债券发

行，有力促进宏观经济稳定，化解潜在风险，优化经济结构。 

前三季度我国财政存在六个主要问题： 

一是经济增长放缓和 PPI 负增长叠加减税降费导致税收增

速放缓。二是加大出口退税力度促进出口的做法不可持续。三

是房地产市场交易萎缩加大地方政府实现土地出让收入和支出

预算目标的难度。四是物价结构性分化背离要求财政政策加力

增效。五是财政债务负担加重。六是地方财政收支分化，部分

地区财政困难加剧。 

减税降费等收入端的财政政策具有较长时滞，未来一段时

期经济增长仍存在下行压力，财政收入可能继续保持较低增速。

2020 年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收官之年，虽然面对国内外

一系列风险和不确定性，积极的财政政策需继续加力提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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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推出精准逆周期调控措施，努力在资金使用效率和结构上多下功夫，加快“六稳”

政策落地实施，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工作。牢

固树立底线思维，切实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风险防控能力，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

的关系，进一步加强政策和资金统筹，在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和着力保障重点支出的

同时，保持财政可持续。同时，要注重财政政策与货币金融政策的协调配合，加强

综合平衡管理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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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前三季度我国经济增长 6.2%，经济增长继续运行在

合理区间，但分季度看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工业结构调整继

续推进，新动能持续壮大；就业比较充分，就业韧性总体较好；

消费物价继续走高，生产出厂价格继续走弱；进口增速降幅超过

出口，国际收支改善，外汇储备平稳，官方储备增长；支出增速

高于收入增速，财政政策聚力增效；金融运行总体平稳，金融市

场信用分化明显。

从财政收入形势看，受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实施更大规模减

税降费以及 2018 年部分减税降费政策翘尾减收等因素影响，

2019 年前三季度财政收入增速大幅降低，而且三季度税收收入

增速继续放缓。从财政支出形势看，各领域对财政资金需求很大，

三季度财政支出仍保持较高增速。综合分析，2019 年财政减收

增支，收支平衡难度加大，财政通过扩大地方债券发行，有力促

进宏观经济稳定，化解潜在风险，优化经济结构。

收支平衡压力较为突出。财政政策加力提效，必须牢固树立

底线思维，切实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风险防控能力，平衡好稳增

长和防风险的关系，进一步加强政策和资金统筹，在加大减税降

费力度和着力保障重点支出的同时，保持财政可持续。

2020 年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收官之年，虽然面对国

内外一系列风险和不确定性，积极的财政政策需继续加力增效，

适时推出精准逆周期调控措施，努力在资金使用效率和结构上多

下功夫，加快“六稳”政策落地实施，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

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工作。

一、财政收入增速继续放缓

（一）税收增速大幅降低导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

计增速持续放缓

2019 年前三季度累计全国税收收入 126970 亿元，同比下降

0.4%，增速比去年同期降低 13.1 个百分点。因税收是一般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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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收入的主要来源（2019 年前三季度税收占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比重为 84%），税收增速大幅降低导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增速持续放缓。前三季度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0678 亿元，同比

增长 3.3%，比上年同期降低 5.4 个百分点。其中，中央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 72045 亿元，同比增长 3.5%；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

收入 78633 亿元，同比增长 3.1%。为稳定财政收入，财政部门

加大力度征收国有企业利润和国有资源性收入等非税收入，前三

季度实现非税收入 23708 亿元，同比增长 29.2%，有力拉动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3.6 个百分点。分季度看，三季度税收收入增

速为-3.7%，增速继续下降，但非税收入三季度增速达到 46.8%，

表明三季度非税收入强劲增长。

年初公布的预算报告确定的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地方

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分别为 89800 亿元和 102700 亿元，与预

算数相比，前三季度完成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地方一般公共

预算本级收入进度分别为 80%和 76.6%。第四季度，经济将继续

运行在合理区间，因去年四季度税收收入基数较低，加上去年

10 月份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翘尾减收因素没有了，预计全国

税收收入增长将有所回升。从中央来看，特定金融机构和央企上

缴利润等非税收入还能保持较高增速，预计可以完成全年中央财

政收入增长 5.1%的预算目标。 

图 1  财政收入与税收收入累计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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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各个季度税收收入比较 

（二）三季度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累计增速小幅回

升

1-9 月份土地出让收入累计增速小幅回升至 5.8%，但这一增

速比去年同期增速低 26 个百分点。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

入 50077 亿元，同比增长 8.3%。受减税降费措施影响，1-9 月累

计，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3086 亿元，同比下降 0.5%；综合

起来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53163 亿元，同比增长 7.7%。 

图 3  政府性基金收入累计同比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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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各季度政府性基金收入比较 

二、财政支出增速从高位有所回落

为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党中央在去年四季度就及时做出前瞻

性宏观政策，财政政策加力提效，2019 年财政支出提前安排，

前三季度全国财政支出较快增长，但增速已有所回落。

（一）前三季度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累计同比前高后

低 

1-9 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78612 亿元，同比增长

9.4%。比上年同期提高 1.9 个百分点。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 25079 亿元，同比增长 9.2%；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

153533 亿元，同比增长 9.4%。 

2019 年财政支出提前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二季度

见顶后回落。分季度看，二季度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大于一季

度，三季度支出规模低于一季度和二季度，前三季度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累计同比前高后低。四季度支出规模肯定大于三季度。原

因是根据财政预算数据倒推，如果四季度完成预算安排的支出规

模，其支出规模大约为 56632 亿元，比三季度提高 1558 亿元，

预计全年财政支出增速在 8.7%左右，比预算目标 6.5%高出 2.2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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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累计同比增速 

图 6  各季度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较 

分类别看，1-9 月累计，主要支出科目中除了科学技术和债

务付息支出低于上年同期增速之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医疗

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教育支出、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环境保

护支出、城乡社区事务支出、农林水事务支出、交通运输支出等

各项支出增速都高于去年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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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财政支出主要分类项目累计同比增速 

（二）前三季度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累计增速逐季

回落

1-9 月累计，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61768 亿元，同比增

长 24.2%，增速比去年同期降低 12.1 个百分点。分中央和地方看，

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支出 1838 亿元，同比下降 7.2%，增速

比去年同期降低 35.8 个百分点；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相关支出

59930 亿元，同比增长 25.5%，增速比去年同期降低 11 个百分点，

其中土地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下降 1.7%，增速比去年同期降低

41 个百分点。 

分季度看，虽然政府性基金支出规模前低后高，但前三季度

政府性基金支出增速回落明显。2019 年前三季度政府性基金支

出规模分别为 18881 亿元、18269 亿元、24618 亿元，单季支出

规模季节性走高，但增速却逐季回落。

一季度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同比增长 55.9%，二季度增

速回落至 14%，三季度保持 14%。主要原因是中央本级的政府

性基金支出从一季度的 89%降至-17.8%，土地出让收入的支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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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降至-19.6%，在专项债的支持下，三季度政府性基金预算

地方本级支出保持在 15.8%。 

图 8  各个季度政府性基金支出累计同比增速 

三、财政收支逆差扩大，政府债券加快发行

（一）财政收支逆差扩大

这里考虑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两本账。2019 年

前三季度两本账财政支出增速高于财政收入增速，财政收支逆差

明显扩大。1-9 月份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收支差额 27934 亿元，政

府性基金收支差额 8605 亿元，两者合计 36539 亿元，比 2018

年扩大 18700 亿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收支差额扩大

10475.8 亿元，政府性基金收支差额扩大 8225 亿元。 

分中央和地方看，按中央和地方本级财政收支计算差额 1，

中央财政两本账收支顺差 48214 亿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支顺

差 46966 亿元，基金预算收支顺差 1248 亿元；地方财政两本账 

1 因为考虑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这里的收支差额不等于中央财政和地

方财政的预算赤字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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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逆差 84753 亿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支逆差 74900 亿元，

基金预算收支逆差 9853 亿元。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弥补部分

地方财政收支逆差。

图 9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收支差额和政府性基金收支差额合计 

（二）地方政府债券加快发行

2019 年 1-9 月，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41822 亿元。其中，

发行一般债券 16676 亿元，发行专项债券 25146 亿元；按用途划

分，发行新增债券 30367 亿元（包括新增一般债券 9070 亿元、

新增专项债券 21297 亿元），发行置换债券和再融资债券 11455

亿元。

新增一般债券主要用于弥补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预算赤字，新

增专项债券主要用于弥补地方政府性基金收支缺口。前三季度新

增一般债券 9070 亿元、新增专项债券 21297 亿元，年初公布预

算报告中确定地方财政赤字为 9300 亿元，地方政府的专项债务

收入为 21500 亿元，新增一般债券和新增专项债券都已接近年初

预算数。主要原因是因经济下行压力加大，2019 年债务发行的

高峰提前到上半年，1-6 月份累计发行的新增债券数量就超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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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年的新增债券发行量。四季度如需财政政策加力扩大支出，

还需要加大债券发行量。前三季度全国新增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11848 亿元，9920 亿元、8602 亿元，按照 2019 年债务限额计算，

扣除前三季度债券余额，四季度还可增加债券余额 26624 亿元，

能够满足余额要求，为避免受地方政府预算赤字和地方政府专项

债收入预算的限制，需要提前使用下一年度的专项债指标。

图 10  地方政府新增债券债务发行 

四、当前财政运行存在的问题 

（一）经济增长放缓和 PPI 负增长叠加减税降费导

致税收增速放缓

受美国升级经贸摩擦、国内较高杠杆率制约增长等因素影

响，2019 年我国经济增长压力再度加大，经济增长从一季度 6.4%

降至三季度 6.0%，9 月份 PPI 负增长 1.2%。自从 2018 年四季度

以来，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 GDP 平减指数显著回落。在

GDP 实际增速下行过程中，名义 GDP 增速下降更加明显，导致

上半年税基增速放缓、税收增长缓慢。工业生产、固定资产投资、

社会消费品零售等同比增速均出现放缓；进口商品、工业企业利

润总额呈负增长。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叠加减税减费，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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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国内消费税、进口货物增值税和消费税等

增速放缓，部分税种出现负增长。

2019 年中央政府推出新的减税措施，主体税种增速下降。

年初推出个人所得税改革，前三季度个人所得税收入负增长

29.7%，1-9 月个人所得税比去年同期少收 3368 亿元，降幅达到

50%。5 月 1 日开始增值税减政策正式实施，5 月和 6 月增值税

收入分别比去年降低 20%和 0.4%，1-9 月增值税累计仅增长

4.2%，增速回落 7.8 个百分点。另外工业企业利润增速自 2018

年初下降，2019 年 1-9 月工业企业利润负增长 2.1%；企业所得

税增长 2.7%，比去年同期降低 9.8%。 

图 11  主要税种税收收入累计同比 

（二）加大出口退税力度促进出口的做法不可持续

2019 年进口增速降幅高于出口增速降幅，贸易顺差扩大，

成绩来之不易。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升级，2019 年我国对美进出

口显著下降，其下降幅度超过整体进出口降幅。财政政策为了稳

外贸，鼓励出口而提高出口退税率，出口退税增加。

以美元计价，前三季度我国商品出口负增长 0.1%，进口负

增长 5%。实现贸易顺差 2984 亿美元，顺差额比上年增长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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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季度出口退税比一二季度减少，但前三季度累计出口退税达到

1.28 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多退 1457.4 亿元。综合考虑关税、进

口商品增值税和消费税后，2019 年上半年进出口相关税收累计

为负 83 亿元，出现了短暂的出口税收“净补贴”现象，三季度

减少出口退税后，1-9 月份进出口相关税收累计恢复至 1437 亿元。

2019 年 1-9 月出口退税相当于削减了出口产品价格 9.3%，比去

年同期提高 0.5 个百分点。大额出口退税虽然换得暂时的出口增

长和贸易顺差，但其代价是国内财政收支差额和地方政府债务扩

大，国际收支压力被转移至财政压力。从中长期看，财政政策不

应被当作调节国际收支的长期工具，汇率等货币政策应发挥更大

作用来缓解国际收支和财政压力。

图 12  各季度出口退税比较 

图 13  2019 年进出口相关税收大幅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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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房地产市场交易萎缩加大地方政府实现土地

出让收入和支出预算目标的难度

前三季度房地产成交金额增长 7%，增速比上年同期降低 7

个百分点，成交面积零增长，同比增速回落 3 个百分点。土地成

交金额负增长 18%，土地购置面积负增长 20%。房地产市场交

易萎缩，不但导致与房地产交易相关税收增速放缓，也加大地方

政府实现土地出让收入和支出预算目标的难度。

政府性基金收入中，地方政府性基金为主，前三季度累计地

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占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比重达到 89%。虽

然三季度因土地成交金额和土地购置面积增速降幅继续收窄，带

动 1-9 月份土地出让收入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累计增速分别

小幅回升至 5.8%和 8.3%，但比去年同期仍低 26.3%和 20%。 

图 14  土地成交与财政土地出让收入累计同比增速 

对标年初预算，截至 9 月底，中央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预算

进度为 73.6%，但中央政府性基金本级支出仅完成预算 54.1%；

地方政府性基金本级收入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分别完成

预算 67.9%和 66.7%，因去年四季度基数低，如果今年四季度能

加快土地出让，才能完成预算目标。地方政府性基金相关支出、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支出完成预算进度分别为 62.2%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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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7%，1-9 月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支出累计下降 1.7%，而

预算安排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支出 64656.96 亿元（不包括

专项债券相关支出），目标要求增长 15.3%，四季度完成全年国

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支出预算目标存在很大压力。

（四）物价结构性分化背离要求财政政策加力增效

2019 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走高与生产者出厂价格走

弱分化背离，扣除能源和食品价格的核心CPI仍处于低位（图 2）。

猪肉价格上涨是造成食品类价格细分指数攀升，从而带动 CPI

上升的最主要原因。这一态势会在 2020 年继续保持一段时间，

大幅通胀和通缩的风险较低。影响消费物价的因素包括：非洲猪

瘟疫情尚未完全消灭，猪肉价格可能继续上涨一段时间；玉米等

农产品去库存导致价格走高，小麦、大米等粮食价格可能存在上

涨风险；医疗、房租等服务商品价格持续走高；增加猪肉、大豆

等农产品进口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食品价格上涨压力。导致 PPI

弱势负增长的因素包括：国际经济增长放缓，国际油价保持相对

低位，对美农产品进口增加，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进口规模收

缩等因素趋向压低我国进口价格，产业链转移导致经济增长放缓，

制造业生产和制造业投资减弱压低工业品出厂价格。总体上

2020 年经济增长存在下行压力，总需求不会大幅扩张，去产能

和环保督察力度有望减弱，CPI 不具备大幅上涨的基础，但推动

CPI 上涨的供给冲击因素仍不容忽视，控制和缓解猪肉价格上涨

拉高CPI产生的一系列负面冲击，同时降低PPI长期走低的风险，

都需要财政政策进一步加力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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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CPI 与 PPI 同比分化背离 

图 16  猪肉价格周期性波动 

（五）通过财政“减收增支”实现经济“稳增长”

仍需要考虑政府债务负担

今年以来，党中央加大了积极财政政策力度，主动减税降费，

扩大专项债发行规模，加快财政预算支出，目的是为了对冲中美

经贸摩擦产生的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客观地看，2019 年财政政

策是支持经济平稳增长的主要工具。积极财政政策从“减收”和

“增支”两个方向均明显发力，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债务发现，

允许专项债资金作为符合条件项目的资本金，对稳定企业预期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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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成效初显，并将在滞后期进一步显现。

财政收支逆差占名义 GDP 的比重提高，政府债务负担加重。

2019 年前三季度财政收支逆差占名义 GDP 的比重提高至 5.2%，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收支差额和政府性基金收支差额的占比

分别为 4.0%和 1.2%。前三季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收支差额占

GDP比重超过4%，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出现的严峻现实。

1-9 月累计地方政府新增债券占地方政府本级支出的比重达到

20%，比去年同期提高 5.5 个百分点。

图 17  财政收支差额占名义 GDP 比重 

目前专项债并未计入财政赤字口径，收支平衡压力短期有所

加大。但减税降费等收入端的财政政策具有较长时滞，未来一段

时期经济增长仍存在下行压力，财政收入增速可能继续放缓。如

果延续“增支”策略稳增长，财政支出仍需维持较高增速，还需

要继续增发地方政府债券。

从偿还能力看，目前的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可以覆盖每年新

增地方政府债务。自 2014 年至 2018 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分别

为 42940 亿元、32547 亿元、37457 亿元、52059 亿元和 65096

亿元，总收入约为 23 万亿元，基本上能够覆盖每年新增的地方

政府债和当前的债务余额。但是土地出让收入的大部分是另有支

出用途，而且下半年受房地产市场萎缩影响，土地出让收入增速

可能继续下降，随着国家对于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的持续和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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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增量规模的逐步缩小，未来政府性基金收入的增量空间

应该是有限的，如果没有替代性的基金收入来源，那么专项债就

难以持续。

（六）地方财政收支分化，部分地区财政困难加剧

需要注意的是，地方财政收支分化巨大，部分地区财政困难

加剧，财政收支平衡风险有所显现。我们重点监测了地方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增速负增长和财政收支逆差大幅扩大的地级市（表

1）。江浙一带的上海、杭州、苏州、宁波、嘉兴等少数城市保持

一般预算收支顺差。广东、福建、贵州等省部分偏远地区城市财

政收入负增长；中西部地区个别市县级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困

难，如果省级财政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不及时，可能影响这些城

市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包括工资和社保等），影响社会稳定。

表 1  2019 年 1-8 月部分城市财政收入和收支逆差增速排名（%） 

财政收入降速前 20名 财政收支逆差增速前 20名 

福建:泉州市 -3.88587 河南:新乡市 23.41589 

广东:汕头市 -4.06821 贵州:六盘水市 23.9965 

福建:三明市 -4.25562 河南:濮阳市 26.49256 

贵州:贵阳市 -4.3145 浙江:台州市 27.88563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 -4.55703 天津 28.08399 

湖南:岳阳市 -5.60922 辽宁:大连市 29.41777 

广东:汕尾市 -6.04444 陕西:榆林市 32.89373 

广东:梅州市 -6.1825 浙江:衢州市 33.01604 

重庆 -6.99109 云南:曲靖市 35.00773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7.13807 安徽:合肥市 45.26688 

湖南:湘潭市 -7.44546 浙江:绍兴市 51.78493 

海南:三亚市 -7.8878 辽宁:沈阳市 54.64726 

四川:巴中市 -8.14252 广东:广州市 55.16164 

福建:漳州市 -9.91184 云南:昭通市 67.35816 

贵州:安顺市 -10.4604 贵州:贵阳市 67.58858 

山东:威海市 -10.6905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70.58361 

四川:资阳市 -11.1857 四川:成都市 79.23623 

广东:中山市 -16.1615 云南:昆明市 79.91245 

广东:揭阳市 -18.0829 广东:深圳市 80.45242 

贵州:六盘水市 -21.8836 海南:三亚市 95.63539 

数据来源：CEIC 

注：截至 2019 年 10 月 30 日，287 个地级市中有部分城市为数据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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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从各省直辖市地方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看，第三季

度吉林、重庆、甘肃、宁夏、海南、黑龙江、西藏、新疆等地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负增长，这些地区人均收入较低，经济转型

升级比较慢，完成全年地方财政预算收支的压力较大。北京、贵

州等省市在三季度末扭转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负增长态势。山

西、浙江、云南、河南、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地一般公共

预算本级收入保持较高增长。

图 18  2019 年前三季度各省市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收入增速比较 

财政困难地区的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并且有

向金融领域传导扩散的苗头。部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到期债务无

法按时兑付，引发债券市场的流动性风险和情绪震荡，相关地区

的新债发行出现困难，导致区域性融资困难和资金成本抬升。 

五、财政政策展望及对策建议 

2020 年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收官之年，虽然面对国

内外一系列风险和不确定性，积极的财政政策需继续加力增效，

适时推出精准逆周期调控措施，努力在资金使用效率和结构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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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功夫，加快“六稳”政策落地实施，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

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工作。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切实

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风险防控能力，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

系，进一步加强政策和资金统筹，在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和着力保

障重点支出的同时，保持财政可持续。 

一是适度加大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力度，对冲经济下行压力。

提前下达 2020 年专项债指标，落实好专项债充当符合条件的重

大基建项目资本金制度。构建基础设施等公共品供给的多元化投

融资机制，通过专项债、城投债、信托计划、PPP 等渠道吸纳社

会资金参与。适当调整质押比率，增加地方债和城投债对投资者

的吸引力。将减税降费落到实处，防止名义税率下降的同时实际

税率上升，导致减税降费达不到预期的政策效果；加强财政与货

币政策协调配合，防止地方财政债务发行规模过大挤出民间投资，

保持金融市场流动性充足。 

二是实施结构性财政政策，有效应对价格结构性上涨。对猪

肉等重点民生物资加强逆周期调节，以财政政策为主，综合施策。

大力扶持现代化养殖业，提高养殖业集中度、生产卫生环境和产

品质量，防止一窝蜂扩大生猪小型养殖场导致未来无序竞争和产

能过剩。密切监测非洲猪瘟疫情传播情况，加强疫情防控，特别

是防止疫情跨地域传染扩散。稳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情绪，给予

生猪养殖户适当补贴，加强正面引导，防止非理性情绪导致猪肉

供给进一步萎缩。灵活运用政府收储等政策工具，调节市场供给。

推广生猪养殖险等农业保险，提高养殖企业和农户的抗风险能力，

增强猪肉供给弹性。坚决打击游资炒作和囤积行为，防范生猪金

融化放大猪肉价格波动幅度。给予低收入阶层适当价格补贴，保

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增加猪肉进口。出台政策支持生猪、猪肉

等农产品的仓储物流企业发展，降低流通环节的成本加成。落实

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等，适当增加替代性产品供给。同时加强对其

他的牛、羊、禽类养殖、海产品、水产品价格走势的关注和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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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的政策支持。 

三是在加快拨付进度的同时，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通过

建立在线平台，公开地方政府的项目和债务信息，加大市场透明

度；通过推进财政预算绩效管理，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通

过控制政府性基金预算的用途，遏制地方政府无序无度举债搞建

设的冲动。加强基建项目资金管理和审计，严防跑冒滴漏。防止

财政存款和机关事业单位存款沉淀积压，盘活存量资金。 

四是适度提高盈利水平较高的部分国有企业利润上缴财政

的比例，完善国有资产和资源性收益征收机制，提高财政非税收

入，以缓解下半年财政收支平衡压力。 

五是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提高商品出口竞争力。保持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基本稳定，降低出口退税率；改善营商环境，

提高外资企业在中国的投资信心；降低不必要的交易成本，为电

商国际交易提供便利条件，缓解国际收支和财政收支压力。 

六是协助地方财政化解潜在风险。重点监测财政风险，完善

财政风险预警及处置机制，加大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力

度，对财政收支困难加剧的局部地区及时采取措施，地方兜牢基

层“三保”（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底线；完善地方政

府债券管理制度，防止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督促地方压

减一般性支出，在严格落实《政府工作报告》明确的压减一般性

支出 5%要求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压减力度，力争达到 10%以上；

指导地方多渠道筹集资金弥补减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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