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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概要 

近年来，重庆市经济总量持续增长，但近两年增速有所放缓；2019 年，受二产增速

同比大幅回升影响，重庆市整体经济增速小幅增长，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受减税降

费以及持续压减非税收入影响，2019 年，重庆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转为负增长，一般预

算收入规模在全国排名相对靠后；同期，重庆市财政自给能力有所弱化；2019 年重庆市

政府重庆负债率位于全国中等水平，债务负担一般；偿债能力处于全国中等水平。 

分区域看，重庆市主城区和环主城区经济总量较高，两者合计约占重庆市经济总量

的近 80%。主城区和环主城区财政实力整体较强；生态区整体财政实力弱，受惠于移民

红利，生态区中万州区财政实力相对较强。主城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稳定性强于环主城

区及生态区。债务余额方面，生态区债务余额复合增长率均值高于主城及环主城区。 

从企业层面来看，中高级别信用等级主体主要集中在重庆市本级和主城区，环主城

区平台数量最多，信用等级以 AA 级别为主。中高级别主体发债规模占比进一步提升，

市场投资者对重庆城投企业的风险偏好整体收紧。2021－2022 年是主城区和环主城区

的偿债高峰期，集中兑付压力较大。重庆市本级及各区域城投企业整体流动性储备呈现

趋紧的态势，短期偿债能力指标有所弱化，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对全部债务覆盖程度普遍

较低。重庆市各区县城投企业的有息债务规模数倍于地方政府预算内债务，区域间和区

域内部的分化情况非常明显，地方财力对城投企业全部债务的支持保障能力整体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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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庆市经济及财政实力 

1. 重庆市区域特征及经济发展状况 

重庆位于中国西南部、长江上游地区，交通便利，高铁连接成都、贵阳、西安、郑

州、武汉和长沙等中西部省会，位置优越。重庆地形复杂，有“山城”之称，辖区总面

积 8.24 万平方千米，其中主城区面积 647.78 平方千米，主城区和环主城区主要处于地

势较平缓的盆地，围绕长江和嘉陵江交汇点形成主城区；以主城区为中心向外围扩展形 

成重庆的环主城区（拓展区）；东部生态区以山地、丘陵地形为主，经济发展较为落后。

产业方面，重庆市在老工业基地基础上，形成了以汽车制造、摩托车制造和电子信息产

业为主导的工业格局，其中汽车和微型计算机设备的产量占全国产量的比重分别为 6.43%

和 24.95%。汽车产业方面，2019 年，重庆年生产汽车 138 万辆，实现产值 3227 亿元，

重庆现有汽车生产企业 41 家，其中整车生产企业 21 家，改装车生产企业 20 家，形成

年产 400 万辆的综合生产能力，汇集有长安、东风、上汽、长城等国内领品牌以及美国

福特、韩国现代、日本五十铃等国际汽车集团；摩托车制造方面，重庆现有摩托车整车

企业 36 家，规模以上零部件企业 450 余家，具有年产 1000 万辆整车和 2000 万台发动

机的综合生产能力，摩托车产销量占全国的四分之一；电子信息产业方面，2019 年重庆

电子信息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经济增加值的比重为 16.6%，对重庆经济增长贡献率占

33.9%，电子信息产业有力带动重庆经济增长。 

图1  重庆市区域位置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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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发展定位方面，近年来，随着各项政府政策的出台，重庆市与成都市所在的成

渝地区，越来越多地作为我国西部地区核心的“双核”城市群协同发展。自 2011 年国务

院批复《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及 2016 年 3 月 30 日出台的《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以

来，2020 年 1 月 3 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首次提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高质量谋划推动成渝地区建设，10 月 1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会议强调，要使成渝地区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

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从“成渝经济区”到“成渝城市群”，再到“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国家战略定位的调整表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其他三大城市群长三角

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和京津冀城市群并列，上升为带动西部地区经济转型升级、参与

全球竞争与合作的世界级城市群的国家战略高度。目前来看，成渝经济圈已形成以汽车、

电子、医药等为支柱的制造业优势产业体系，全国性龙头企业诸如京东方、药明康德、

宁德时代均在成渝地区建成产业园区。未来成渝地区基础设施空间较大，战略性新兴产

业将成为发展重点，当地国有企业也可借力政策东风进一步深化改革。 

图2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区位图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3- 

近年来，重庆市经济总量持续增长，处于全国中游水平，但近两年经济增速有所放

缓，维持在 6%左右；2019 年，受二产增速同比大幅回升影响，重庆市整体经济增速小

幅上升至 6.3%，增速企稳回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017－2019 年，重庆市经济总量持续增长，年均复合增长 10.02%。2019 年，重庆

市经济总量位于全国中游水平。同期，重庆市 GDP 增速小幅上升，2019 年为 6.3%，较

上年上升 0.3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主要系二产增速明显回升所致；2019 年，

重庆市三次产业增速分别为 3.6%、6.4%和 6.4%，第三产业增速较上年下降 2.7 个百分

点，主要系房地产行业受供需周期性影响增速放缓所致。三次产业结构由 2017 年的

6.9:44.1:49.0 调整为 2019 年的 6.6:40.2:53.2，第三产业占比有所提升。 

表1  2017－2019年及2020年1－9月重庆市主要经济数据 

项目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1－9月 

GDP（亿元） 19500.27 20363.19 23605.77 17707.102.6 

GDP 增速（%） 9.3 6.0 6.3 2.6 

三次产业结构 6.9:44.1:49.0 6.8:40.9:52.3 6.6:40.2:53.2 -- 

人均 GDP（元） 63689 65933 75828 --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9.5 7.0 5.7 2.5 

城镇化率（%） 64.08 65.50 66.80 --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表2  2019年全国各省市主要经济数据对比 

项目 
GDP GDP 增速 人均 GDP 

亿元 排名 % 排名 元 排名 

广东省 107671.07 1 6.2 16 94172 6 

江苏省 99631.52 2 6.1 20 123607 3 

山东省 71067.50 3 5.5 26 70653 10 

浙江省 62352.00 4 6.8 11 107624 4 

河南省 54259.20 5 7.0 10 56388 17 

四川省 46615.82 6 7.5 7 55774 18 

湖北省 45828.31 7 7.5 8 77321 8 

福建省 42395.00 8 7.6 5 107139 5 

湖南省 39752.12 9 7.6 6 57540 14 

上海市 38155.32 10 6.0 22 157300 2 

安徽省 37114.00 11 7.5 9 58496 13 

北京市 35371.30 12 6.1 21 164000 1 

河北省 35104.50 13 6.8 12 46348 27 

陕西省 25793.17 14 6.0 23 66649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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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 24909.50 15 5.5 27 57191 15 

江西省 24757.50 16 8.0 4 53164 21 

重庆市 23605.77 17 6.3 14 75828 9 

云南省 23223.75 18 8.1 2 47944 25 

广西壮族自治区 21237.14 19 6.0 24 42964 29 

内蒙古自治区 17212.50 20 5.2 28 67852 11 

山西省 17026.68 21 6.2 17 45724 28 

贵州省 16769.34 22 8.3 1 46433 26 

天津市 14104.28 23 4.8 29 90400 7 

黑龙江省 13612.70 24 4.2 30 36183 3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3597.11 25 6.2 18 54280 20 

吉林省 11726.82 26 3.0 31 51851.5 22 

甘肃省 8718.30 27 6.2 19 33200 31 

海南省 5308.94 28 5.8 25 56507 16 

宁夏回族自治区 3748.48 29 6.5 13 54500 19 

青海省 2965.95 30 6.3 15 48981 23 

西藏自治区 1697.82 31 8.1 3 48902 24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2019 年，受传统支柱产业转型升级影响，重庆市汽车产业增加值及产量降幅有所收

窄，摩托车产业增加值较上年有所增长，笔记本电脑产业产量同比增长明显。2019 年以

来重庆市工业产业整体经济有所回暖。 

2019 年，重庆市第二产业增加值 9496.84 亿元，增速 6.4%；工业增加值 6656.72 亿

元，占第二产业的 79.92%。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较上年增长 6.2%，增速较上年增

加 5.7 个百分点，工业增速回升带动二产增速有所提升。重庆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汽

车、摩托车和笔记本电脑占比高，合计约占重庆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一半。2019 年，

受传统支柱产业在行业景气度低迷的背景下加快转型升级影响，重庆市汽车产业增加值

比上年下降 4.1%，但降幅较上年收窄 13.2 个百分点；摩托车产业增加值增长 2.4%。从产

量来看，2019 年，汽车产量同比下降 19.9%，降幅较上年收窄 7.6 个百分点；笔记本电脑

产量同比增长 12.1%，增速较上年增加 15.9 个百分点。2020 年 1－9 月，第二产业实现增

加值 7008.62 亿元，增长 3.9%，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4%，支柱产业持续

复苏，汽车、电子和材料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8.2%、12.2%和 4.9%，对工业增长拉动较

大。重庆市汽车生产龙头企业长安汽车、力帆股份等企业 2019 年业绩均继续下滑。2020

年前三季度，除力帆股份已申请破产重组外，长安汽车等企业业绩有所回升。 

战略新兴产业增速较快，以集成电路、智能手表、3D 打印机设备为代表的新产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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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增幅明显。 

近年来，重庆市致力于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新能源产业、生物产业、新一代信息技

术产业、高端设备制造和新材料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2019 年，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

性新兴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2.6%和 11.6%，分别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6.4 和 5.4 个百分

点，增加值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分别达到 19.2%和 25.0%，分别比上年分别提高

1.2 和 2.1 个百分点，对全市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34.8%和 42.1%。新产品产量

保持较快增长，其中，集成电路增长 5.2 倍，智能手表增长 1.5 倍，3D 打印机设备增长

67.7%，卫星导航定位接收机增长 62.3%，液晶显示屏增长 36.4%，电子元件增长 20.6%，

平板电脑增长 14.9%。 

2019 年，重庆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同比小幅下降，基建投资增速小幅下降；分产业

来看，为配套产业转型发展，2019 年，重庆市化工、材料及电子产业投资增速较快，摩

托车、汽车产业产业投资有所下降，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有所放缓。 

2019 年，重庆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较上年增长 5.7%，增速较上年下降 1.3 个百分

点。其中，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下降 0.7%。分产业来看，第一产业投资增速回升，第二产

业增速小幅增长，第三产业投资增速有所下降；第二产业中，化工、材料及电子等支柱

产业投资增速分别为 26.1%、28%和 13.1%，传统产业摩托车、汽车产业投资呈下降趋

势，其中摩托车产业投资较上年下降 26.3%；第三产业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在 4.5%，

增速较上年下降 2.3 个百分点。 

 

2. 重庆市财政实力和债务情况 

受减费降税以及持续压缩非税收入影响，2019 年重庆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转为负

增长，一般预算收入规模在全国排名相对靠后；同期，重庆市财政自给率持续下降，财

政自给能力有所弱化；近年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波动下降，上级补助收入持续增长，

重庆市财政对上级补助依赖度较高；重庆市政府负债率位于全国中等水平，债务负担一

般；偿债能力处于全国中等水平。 

一般公共预算方面，2017－2019 年，重庆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波动下降，年均复合

下降 2.63%；2019 年，重庆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2135 亿元，在全国各省、自治区及

直辖市中排名第 19 位，增速由正转负，同比下降 5.8%，与 GDP 增速触底反弹背离，主

要受重庆市减税降费以及持续压缩非税收入影响所致；2019 年，重庆市非税收入 594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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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同比下降 10.4%（前值 14.6%），降幅有所缩小。同期，重庆市减税降费金额合计超

700 亿元，受此影响，2019 年重庆市税收收入 1541 亿元，同比下降 3.90%，但税收收入

在一般公共预算地方收入中占比增至 72.18%，收入质量有所改善。财政自给率方面，受

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等支出增长影响，2017－2019 年，重庆市财政自给率逐年下降，

2019 年下降至 44.04%。2020 年 1－9 月，重庆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10.8 亿元，同比

下降 6.8%。其中税收收入 1031.6 亿元，占比 68.28%，收入质量有所下降。上级补助方

面，2017－2019 年，重庆市上级补助收入分别为 1720 亿元、1809 亿元和 1883 亿元，

补助收入规模较大且持续增长，重庆市财政对上级补助依赖性较高。政府性基金预算方

面，2017－2019 年，重庆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分别为 2251 亿元、2316 亿元和 2248 亿

元，主要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收入规模波动下降。 

表3  2017－2019年及2020年1－9月重庆市主要财政数据 

项目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1－9 月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亿元） 2252 2266 2135 1510.8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 3 0.6 -5.8 -6.8 

税收收入（亿元） 1476 1603 1541 1031.6 

税收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 65.54  70.74  72.18  68.28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亿元） 4337.00  4541.00  4848.00  3277.2 

财政自给率（%） 51.93  49.90  44.04  46.10  

政府性基金收入（亿元） 2251 2316 2248 1388.5 

上级补助收入（亿元） 1720 1809 1883 -- 

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亿元） 4018.5 4690.41 5603.7 -- 

债务率（%） 64.57  73.39  89.43   --  

负债率（%） 20.61  23.03  23.74   --  

注：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税收收入增速系考虑营改增政策调整和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调整因素影响后，按照可

比口径调整后的增速 

    2.财政自给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00% 

3.地方政府债务=政府一般债务+政府专项债务 

4.债务率=地方政府债务/（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上级补助收入）*100% 

5.负债率=地方政府债务/全市地区生产总值 *100%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2017－2019 年数据来自重庆市各年度财政决算草案，2020 年 1－9 月数据

来自重庆市财政局发布的《2020 年 1-9 月重庆市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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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2019年全国各省市主要财政及债务数据对比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亿元） 

财政自给率

（%） 

政府债务余额

（亿元） 
负债率（%） 债务率（%） 

规模 排名 规模 排名 规模 排名 规模 排名 规模 排名 

广东省 12654.53  1 73.16  3 11948.95  4 11.10  1 57.55  6 

江苏省 8802.36  2 70.01  5 14878.38  1 14.93  5 73.48  9 

上海市 7165.10  3 87.60  1 5722.10  18 15.00  6 54.58  3 

浙江省 7048.58  4 70.11  4 12309.31  3 19.74  10 55.36  4 

山东省 6526.71  5 60.77  7 13127.50  2 18.47  9 80.92  14 

北京市 5817.10  6 78.52  2 4964.06  22 14.03  2 54.16  2 

四川省 4070.83  7 39.34  19 10577.00  5 22.69  14 78.85  12 

河南省 4041.89  8 39.77  18 7910.10  13 14.58  3 62.29  7 

河北省 3738.99  9 45.00  11 8753.87  9 24.94  16 83.21  15 

湖北省 3388.57  10 42.52  15 8039.98  11 17.54  8 78.11  11 

安徽省 3183.00  11 43.06  14 7936.40  12 21.38  12 79.89  13 

福建省 3052.93  12 60.12  8 7033.91  15 16.59  7 99.13  21 

湖南省 3007.10  13 37.43  21 10174.56  6 25.60  18 104.9

5  

23 

辽宁省 2652.40  14 46.17  10 8885.09  8 35.67  23 137.0

6  

30 

江西省 2486.50  15 38.84  20 5351.00  20 21.61  13 69.00  8 

天津市 2410.41  16 67.79  6 4959.30  23 35.16  22 113.4

5  

27 

山西省 2347.56  17 49.81  9 3511.89  26 20.63  11 56.72  5 

陕西省 2287.90  18 40.01  17 6531.95  16 25.32  17 96.51  20 

重庆市 2134.88  19 44.04  12 5603.70  19 23.74  15 89.43  16 

云南省 2073.56  20 30.63  23 8108.00  10 34.91  21 108.4

3  

25 

内蒙古自治区 2059.69  21 40.38  16 7307.45  14 42.45  28 136.7

7  

29 

广西壮族自治区 1811.89  22 30.97  22 6328.42  17 29.80  19 95.82  18 

贵州省 1767.47  23 29.71  24 9673.38  7 57.68  30 148.4

7  

31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 
1577.63  24 29.68  25 4972.43  21 36.57  25 91.54  17 

黑龙江省 1262.76  25 25.20  28 4748.60  24 34.88  20 96.00  19 

吉林省 1116.95  26 28.40  27 4344.83  25 37.05  26 106.6

3  

24 

甘肃省 850.49  27 21.52  29 3116.60  27 35.75  24 76.92  10 

海南省 814.14  28 43.80  13 2230.70  28 42.02  27 102.5

4  

22 

宁夏回族自治区 423.58  29 29.45  26 1658.63  30 44.25  29 115.7

9  

28 

青海省 282.25  30 15.14  30 2102.13  29 70.88  31 112.9

9  

26 

西藏自治区 221.99  31 10.15  31 251.39  31 14.81  4 11.12  1 

全国中位数 2410.41  -- 40.38  -- 6531.95  -- 24.94  -- 89.43  -- 

全国均值 3260.64  -- 44.16  -- 6872.96  -- 28.38  -- 87.99  --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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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9 年底，重庆市政府债务余额 5603.7 亿元，较上年底增长 19.47%，低于全

市债务限额 6049.4 亿元。政府债务构成方面，重庆市一般债务余额 2524.3 亿元，专项

债务余额 3079.4 亿元。重庆负债率位于全国中等水平，债务负担一般。以一般公共预算

地方收入、上级补助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收入合计数作为综合财力计算口径，得出 2019 年

重庆市政府债务率（政府债务/（一般公共预算地方收入+基金收入+上级补助））为 89.43%，

偿债能力处于全国中等水平。 

图3  2017－2019年全国各省市地区债务率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图4  2017－2019年全国各省市地区负债率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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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债务方面，近几年重庆市地方政府化解隐性债务的政策主要集中于地方融资平

台的清理与整合。2014－2019 年重庆市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

企进行功能界定，并对融资平台的转型、债务清理和政府注资等做出了更加明确的规定。

其中主要政策性文件如下： 

2014 年 4 月 29 日，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国资国

企改革的意见》，提出根据监管企业实际，准确界定其功能，采取不同的治理结构、监管

方式和考核办法。将国有企业原则上划分为公共服务类、功能要素类、竞争类。 

2016 年 4 月 29 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市属

国有重点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的通知》（渝府办发〔2016〕70 号），根据主营业务和核心

业务范围，将市属国有重点企业分为商业一类、商业二类和公益类，并根据企业改革发

展情况实行动态调整。 

2017 年 6 月 6 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融

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渝府办发 〔2017〕74 号，以下简称“74 号文”），对

融资平台公司（城投公司）的清理转型、债务清理、注资和责任追究进行了更加明确的

规定。主要内容为：撤销“空壳类”融资平台公司，剥离“实体类”融资平台公司政府

融资职能。融资平台公司是承担政府投资项目融资功能和接受政府委托等方式实施公益

性项目建设的国有单位。区分“空壳类”和“实体类”平台公司，对于现有融资平台中

不具备其他经营性业务和收入的平台（既收入和还款来源绝大部分来自财政），未来可

能面临撤销的命运，而具有经营性业务的平台在剥离政府融资职能后，则会转型为公益

类的国企，继续以受托的方式承接公益性项目建设。公益性项目建设单位实行目录管理。

政府明确承接政府委托实施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土地开发等公益性项目建设的单位，

锁定单位名单，实行目录管理。每个区县（自治县）确定的公益性项目建设单位最多不

超过 3 家，并报市财政局、市国资委、人行重庆营管部、重庆银监局备案。存量政府性

债务通过政府债券置换等方式分类妥善处置。融资平台公司不再具备政府融资职能，不

得再新增政府债务。融资平台公司融资应采取市场化方式进行，融资本息由融资平台公

司负责偿还。 

    2019 年 11 月 6 日，重庆市政府发布《关于深化区县国企国资改革的指导意见》，要

求厘清区县政府与企业的责任，全面清理投融资平台公司债务类型、成本、期限结构，

制定并落实全口径债务化解方案，分类妥善处置。对公益性项目债务，要明确区县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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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投融资平台公司的权利、义务关系，按照合同协议约定偿还。对经营性项目债务，以

市场化、法治化方式筹集资金偿还。同时严格规范区县投融资平台公司融资行为，加强

投融资平台债务监管，合理控制负债水平，不得新增政府隐性债务。 

 

二、重庆市下辖区县经济及财政实力 

1. 各区县经济实力和产业情况 

重庆市主城区和环主城区经济总量较高，两者合计约占重庆市经济总量的近 80%；

主城区中第三产业占比较高且金融产业较为集中；环主城区在承接主城区电子、装备以

及摩托等产业外移的基础上，利用自身优势资源发展特色经济，经济增速总体较高。生

态区除万州区外，其他区县经济均较弱；受工业增加值较上年增长较多影响，万州区经

济增速较上年增幅较大。 

重庆市共辖 38 个区县，按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程度划分，大致可以分为主城区、

环主城区和生态区（见图 1）。其中主城区位于重庆市地理西侧部中心，以渝中区、江北

区、南岸区为中心向周围辐射至渝北区、北培区、沙坪坝区、大渡口区、九龙坡区和巴

南区共计主城九区；主城区外围的璧山区、涪陵区、合川区、江津区、大足区、南川区、

綦江区等十二个区为环主城区；剩余区域为生态区，包括黔江区、武隆区、万州区等区

域，主要分布在重庆东北和东南部的山地、丘陵地区，国家贫困县分布较多。其中，万

州区为三峡工程移民主要迁入地，常住人口较多，是生态区中经济规模最大的行政区。

从 GDP 总量方面看，重庆市主城区和环主城区经济总量较高，生态区经济总量低。 

表 5  2019 年重庆市各区域 GDP 及增速情况 

区域 
GDP GDP 增速 人均 GDP 

亿元 排名 % 排名 万元 排名 

主城区 

渝北区 1848.24  1 1.90 9 10.98 4 

九龙坡区 1462.88  2 6.30 2 11.90 3 

渝中区 1301.30  3 5.00 8 19.69 1 

江北区 1240.07  4 8.00 1 13.00 2 

沙坪坝区 976.78  5 6.10 3 8.63 5 

巴南区 874.82  6 6.00 5 8.03 7 

南岸区 770.58  7 6.10 4 8.39 6 

北碚区 605.94  8 6.00 6 7.45 8 

大渡口区 253.56  9 5.30 7 7.05 9 

环主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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涪陵区 1178.66  1 8.10 8 10.08 1 

江津区 1036.74  2 8.60 6 7.47 8 

永川区 952.70  3 9.00 2 8.33 5 

合川区 912.51  4 8.90 3 6.48 9 

长寿区 701.24  5 8.80 4 8.17 7 

綦江区 682.73  6 6.90 12 6.19 11 

璧山区 681.02  7 8.60 7 9.06 3 

荣昌区 652.54  8 9.10 1 9.09 2 

大足区 645.83  9 7.70 10 8.19 6 

铜梁区 616.56  10 8.70 5 8.49 4 

潼南区 451.08  11 7.80 9 6.24 10 

南川区 333.95  12 7.50 11 5.59 12 

生态区 

万州区 920.91  1 3.20 14 5.59 4 

开州区 505.59  2 6.40 9 4.28 9 

梁平区 464.15  3 8.20 3 7.05 1 

云阳县 431.25  4 5.40 13 4.65 8 

垫江县 416.86  5 6.50 7 5.79 3 

忠县 396.94  6 8.90 1 5.27 5 

丰都县 305.83  7 6.40 10 5.19 6 

奉节县 303.42  8 6.30 11 4.12 12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
治县 

283.01  9 8.00 4 4.22 10 

黔江区 229.44  10 3.00 15 4.72 7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
治县 

222.28  11 6.50 8 3.37 15 

武隆区 209.66  12 7.20 5 5.96 2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
治县 

186.72  13 0.10 17 3.41 14 

巫山县 172.97  14 8.60 2 3.88 13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159.38  15 0.80 16 4.21 11 

巫溪县 107.58  16 7.00 6 2.80 16 

城口县 52.50  17 6.00 12 2.09 17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分区域来看，2019 年，主城区九区经济总量占重庆市经济总量的 39.50%，产业结

构以第三产业为主，占比均值为 65.60%，人均 GDP 显著高于环主城以及生态区。其中

渝北区，作为全市最大的汽车制造基地，受近年来汽车景气度下降影响，GDP 增速处于

较低水平。渝中区作为重庆市的政治和经济中心，2019 年第三产业占比高达为 90.60%，

以现代金融、高端商贸业、专业服务业、文化旅游业、互联网服务业和健康医疗服务业

为六大重点产业。九龙坡区拥有重庆高新区、九龙园区和西彭园区三大产业示范基地，

主要以汽车及摩托车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加工业为主并向生物医药及人工智能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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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该区域经济体量位居重庆市第二位。江北区 GDP 增速位于主城区首位，辖区内

有重庆港工业园和鱼复东部新区两个园区，以商贸、金融以及工业为支柱产业。沙坪坝

区为重庆大学等高校所在地，下辖西永微电园和沙坪坝工业园两大园区，依托强大的科

研能力，集成电路产业规模居重庆首位，是全球电子信息产业基地之一。北碚区也依托

于电子信息产业及装备制造业的不断发展，GDP 增速处于主城区高位。南岸区 GDP 增

速在 2019 年得到提升，主要受益于作为主导产业之一的装备制造业产值较上年有较大

幅度提升。2018 年起，巴南区电子信息取代摩托车成为巴南区第一主导产业，2019 年

巴南区 GDP 增速较上年呈下降趋势，主要作为巴南区主导产业的汽车及显示器产量均

较上年大幅下降。大渡口区，由于其常驻人口及区域面积较小，其经济体量在在主城 9

区中最弱，其主导产业主要以非金属矿物业为主。 

环主城区十二区经济总量占重庆市经济总量的 37.47%，较上年增长 1.59 百分点，

经济增速整体较主城区高，产业结构以第二产业为主，2019 年第三产业占比均值仅为

39.59%，远低于主城区占比均值，人均 GDP 为 7.78 万元低于主城区水平。环主城区传

统主导产业与主城区类似，主要承担了主城区的产业外移功能，产业主要涉及电子、装

备以及摩托等产业，此外食品业及资源类行业也对环主城区内经济形成重要支撑。其中，

涪陵区经济体量在环主城区域中处于首位并高于主城区域内大部分区域，主要受益于区

域内的食品及页岩气能源的产业的发展。此外，江津区 GDP 水平也超过千亿元，主要

受益于德感、珞璜、双福、白沙工业园区的产值贡献，工业基础较好。永川区第三产业

在环主城区域占比相对较高，2019 年为 38.8%，此外依托于丰富的职业教育资源在数控

机床、电子信息以及汽车零部件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其 GDP 水平在环主城区域中实

力靠前。此外合川、綦江依托于其丰富的矿产资源分别成为中西部最大的玻璃生产基地

和重庆主要的煤炭基地，2019 年綦江 GDP 大幅增长与璧山区持平。 

生态区涉及区县较多，但整体经济较弱，经济总量仅占重庆市经济总量的 22.74%；生态

区中万州区经济发展水平最高，主要得益于迁入大量三峡移民，拥有一定人口优势，武隆区、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巫山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巫溪县和城口县 GDP 水平相对较弱

均不足 200 亿元。2019 年，万州区三次产业结构为 9.0：28.7：62.3，三产占比较高主要以餐

饮娱乐为主；万州区产业结构以智能装备、汽车和新材料等为主。2019 年，万州区工业增加

值 106.48 亿元，比上年增长 7.1%，使得万州区 GDP 增速在生态区中但增速较 2018 年有所

回升。生态区其他区县经济总量较小，部分地区为少数民族聚集区和生态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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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区县财政实力情况 

主城区和环主城区财政实力整体较强；生态区整体财政实力弱，受惠于移民红利，

生态区中万州区财政实力相对较强。主城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稳定性强于环主城区及生

态区，渝北区税收收入占比高达 91.15%。债务余额方面，生态区债务余额复合增长率

均值高于主城及环主城区。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来看，主城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高于其他两个区域。

主城区方面，得益于江北区的汽车产业和渝北区的金融、商贸业的不断发展，两区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排名领先，2019 年分别为 77.84 亿元和 75.53 亿元。北碚区、渝中区和大

渡口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较小。其中，大渡口区受区域面积和常住人口较少影响，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最低。环主城区方面，江津区、涪陵区和璧山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靠

前，2019 年分别为 54.44 亿元、65.50 亿元和 50.03 亿元，主要得益于各区域发挥特色产

业优势。其中，涪陵区培育了涪陵榨菜等著名上市企业；江津区利用深水良港优势，发

展汽车、摩托车等传统产业，形成了珞璜、德感等工业园区，璧山区则通过近几年的产

业转型升级在智能装备、信息技术、生命健康产业方面不断发展。潼南区、綦江区、南

川区和荣昌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在 30 亿元以下，一般预算收入规模较低。生态区方面，

受益于三峡移民人口红利，2019 年，万州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55.52 亿元，位于生态

区第一位，其他区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未超过 30 亿元，财政实力弱。 

从收入质量上看，主城区中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除九龙坡区外，其余

均在 80%以上，整体质量较好，其中渝北区为 91.15%，收入质量最好。环主城区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中税收占比平均值为 64.95%，其中，璧山区、大足区、綦江区、永川区、潼

南区、南川区和荣昌区税收占比低于平均值。生态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税收占比平均

值为 66.84%，与环主城区收入质量接近。 

从税收收入增速来看，受重庆市持续压缩非税收入和收入项目调整影响（2018 年 6

月起将城市建设配套费纳入政府基金管理），2019 年 20 个区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出现

负增长，其中主城区 4 个、环主城区 8 个、生态区 8 个。主城区域中收入增速为负的区

域较上年新增九龙坡区和江北区，沙坪坝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较上年转正。环主城

区域中，大足区受非税收入（主要来自于国有资源有偿使用）增长影响，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较上年大幅增长 26.30%，生态区域中，经济体量较大的万州区受非税收入增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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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源自专项收入和国有资源有偿使用）影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较上年转正。 

图5  2017－2019年重庆市各区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及增长率情况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图 6  2017－2019 年重庆市各区域税收收入及占比情况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政府性基金收入 

根据渝财建〔2011〕83 号文规定主城区土地出让收入由区级调整为市级，并以转移

支付方式返还，因此主城九区政府性基金收入中未列示土地出让金项目，政府性基金收

入金额总计较少或为 0。故本文政府性基金收入对比仅列示环主城区及生态区情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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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财政总收入规模的不足，环主城区域除大足区以及铜梁区外，其他区域政府性基金

收入绝大部分超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其中璧山区、合川区及江津区受土地市场成

交相对活跃影响基金收入规模较大，2019 年分别为 95.00 亿元、76.26 亿元和 75.00 亿

元。2019 年江津区成交数量及面积居全市第一，成交的工业用地数量为 60 宗，超过江

津区全年总成交地块数量的 5 成，主要集中在双福工业园、白沙工业园、德感工业园、

珞璜工业园四大工业园区。生态区域受地理以及产业环境影响，土地使用权转让相对较

小导致基金收入规模明显小于环主城区域，除万州区域外其余均不超过 30 亿元。。 

图 7  2017－2019 年重庆市各区域政府性基金收入情况（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财政自给率情况 

财政自给率方面，主城九区财政自给率显著优于环主城区域及生态区域。主城区中

江北区、渝北区以及大渡口区财政自给率相对较高，分别为 73.04%、63.13%以及 60.89%，

其余区域均在 60%以下，北碚区财政自给率仅为 45.48%。环主城区域财政自给率除璧

山区外均不足 50%，对上级补助有一定依赖。生态区域内，除万州区财政自给率超过 40%

以外，其余区域在 9.75%~35.26%之间，财政自给能力很弱，对上级补助有较大依赖。整

体看，重庆市各区县财政自给能力与经济水平表现较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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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2017－2019 年重庆市各区域财政自给率情况（单位：%）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2）债务情况 

从债务层面看，重庆市各个区县中，主城区、环主城区以及生态区债务余额平均数分别

为 124.41 亿元、102.34 亿元和 62.68 亿元。主城区中九龙坡区债务余额最高为 196.80 亿元，

渝中区债务余额最低仅为 69.20 亿元，此外北碚区以及大渡口区债务余额均在平均数以下。

环主城区域内，涪陵区、江津区、合川区以及璧山区债务规模均高于主城区债务余额平均数，

债务余额处于较高水平。生态区内，万州区和开州区债务余额较高分别为 151.20 亿元和

100.00 亿元，其余区域债务余额相对较低。从债务余额增速来看，2017－2019 年主城区、环

主城区和生态区政府债务余额平均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 13.91%、11.44%和 21.68%。同期，

主城区中沙坪坝债务余额年均复合增长率最高为 22.95%。环主城中合川区债务余额年均复

合增长率最高为 24.96%。生态区中的奉节县、秀山县、酉阳县和巫溪县债务余额年均复合增

长率较高，其中巫溪县年债务余额年均复合增长高达 40.39%。 

图 9  2017－2019 年底重庆市各区域政府债务余额情况（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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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负担方面，截至 2019 年底，主城区政府负债率平均值为 14.69%，除渝北区和

渝中区外余下各区政府负债率均高于 10%。主城区中大渡口区政府负债率 34.23%，为

主城区区域内最高；渝中区政府负债率 5.32%，为主城区区域内最低。环主城区政府负

债率平均值为 14.38%，除荣昌区和綦江区外余下各区政府负债率在 10%以上。环主城

区中璧山区政府负债率 20.35%，为环主城区区域内最高；綦江区政府负债率 9.63%，为

环主城区区域内最低。生态区域中政府负债率普遍高于主城区及生态区，平均值为

24.14%，其中城口县政府负债率高达 56.15%。 

图 10  2017－2019 年底重庆市各区域政府负债率情况（单位：%）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偿债能力方面，截至 2019 年底，主城区域内政府债务率均值为 94.27%，江北区、

九龙坡区、南岸区和大渡口区债务率高于 100%。其中，主城区中江北区政府债务率为

120.82%，为重庆市内最高。环主城区和生态区区域内政府债务率相对较轻，均低于 100%，

两区域政府债务率指标均优于主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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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2017－2019 年底重庆市各区域政府债务率情况（单位：%）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注：由于本文未获取重庆市各个区县上级补助收入规模，故上级补助采一般公共预算上级补助收入及上级基金补助

收入之和来估算上级补助收入。综合财力=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基金收入+上级补助收入 

 

三、重庆市城投企业偿债能力 

1．重庆市城投企业概况 

重庆市级城投企业职能定位明确，主体信用等级以 AAA 为主；主城区与环主城区

城投数量较多，主体信用等级以 AA 为主，主城区 AA+城投企业的数量占比更高；生态

区的大分部区县均有城投债券存续，除了万州区外其它区县城投企业的主体信用等级均

不高于 AA。 

截至 2020 年 10 月底，重庆市有存续债的城投企业共计 110 家，较 2019 年 9 月底

净增加 7 家（其中新发债的主体 14 家，全部存续债券到期的主体 7 家）。从主体信用等

级分布情况看，重庆市城投企业以 AA 级为主，AA+和 AAA 级城投企业数量相对较少，

AAA 城投企业主要集中在市本级和两江新区，重庆各区域城投企业数量和信用资质差

异明显。分区域看，重庆市级城投中有存续债的企业一共 7 家，在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运

营、土地一二级开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资源开发等方面分工明确，整体信用等

级较高。主城区和环主城区的城投企业数量较多，除江北区外其他区县均有城投债券存

续，主体级别以 AA 主；AA+城投企业集中在主城区（含两江新区），也少量分布在环主

城区中经济实力较强的区县，包括涪陵区、江津区、合川区、永川区和长寿区；部分主

城区和环主城区的 AA+城投整合了区域内资质偏弱的 AA 城投，典型的区域包括巴南区、

北碚区、江津区和合川区。生态区的大部分区县均有城投债券存续，受制于区位条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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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禀赋，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偏低，城投企业的信用资质较弱，仅万州区存在 AA+主体，

其他城投企业的主体信用等级均不超过 AA。从级别迁移来看，2020 年以来，重庆市城

投企业中仅有 2 家发生级别调整，分别为重庆江来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由 AA-调升至 AA）

和重庆缙云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由 AA 调升至 AA+），整体信用级别保持稳定。 

图12  截至2020年10月底重庆各区域城投企业级别分布（单位：家）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从具体区县来看，重庆市各个区县城投企业具有每区县基本均有 1 个及以上园区城

投企业的特点（具体情况见附表），主城区中九龙坡区、沙坪坝区和两江新区的 AA+城投

数量较多，其中沙坪坝区域内的产业园区较多，融资需求大；九龙坡区与重庆高新区重

合度高，基建配套等投资规模大；两江新区经济财政实力很强，政策支持力度大，城投

企业的整体资质好。环主城区中，大足区、江津区和綦江区（含万盛经开区）的 AA 级

别平台较多，面临一定的整合压力；南川区、璧山区、荣昌区、潼南区和铜梁区等区域

的城投企业数量相对较少，且多为“主城区平台+工业园区平台”的组合架构，平台间的

业务范围区分较为明确。生态区中，各个区县的发债平台数量集中在 1~2 家，且单个平

台的发债数量较少，直接融资的占比相对较低。整体看，主城区的高等级城投占比更高，

环主城区的城投数量最多，而生态区城投的整体资质最弱，重庆市城投企业的主体信用

等级分布与区域经济实力的匹配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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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截至2020年10月底重庆市各区县AA+和AA级别城投企业分布情况（单位：家）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2. 重庆市城投企业发债及保障情况分析 

2020 年以来，受益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大的基建投资需求，重庆市城投企业新发

债规模和净融资规模保持增长，中高级别主体发债规模占比进一步提升，市场投资者对

重庆城投企业的风险偏好整体收紧。 

城投企业的债券融资情况受政策环境的影响很大，从重庆市城投企业的样本来看，

近年来发债规模的扩张与收缩整体符合监管政策和货币环境的变化。在 2016 年创下发

行规模的历史新高后，重庆市城投企业的发债规模在 2017－2018 年回落至低位，净融

资规模由正转负；从结构上看，中高评级主体的规模占比显著提升，中低评级主体的融

资能力持续下降。2018 年下半年以来，受益于“基建补短板”等宏观政策以及公司债等

券种发行条件的放松，叠加 2016 年发行债券面临集中到期，重庆市城投企业新发债券

和净融资规模大幅回升，以 AA 和 AA+级别的主体最为明显。2020 年以来，为了对冲经

济下行压力，货币政策和融资环境趋于宽松，1－10 月重庆城投企业的债券发行和净融

资规模已经超过 2019 年全年。从结构上看，市场投资者对重庆区域城投企业风险偏好

整体呈收紧态势，AA+级别城投企业已经成为最主要的发债主体。 

从全国范围内的横向对比来看，重庆市 2015 年以来的债券净融资体量处于中游水

平，与湖北省较为接近；净融资规模的波动趋势与江苏、湖南等债券融资较为活跃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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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接近，均以 2016 年为阶段性的融资高峰期，在经历了 2017－2018 年的低谷后于 2018

年开始反弹，但反弹力度尚未超过 2016 年。 

图14  2015年－2020年10月底重庆市各级别城投企业新发债券情况（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图15  2015年－2020年10月底重庆市各级别城投企业债券净融资情况（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从各区域平台公司存续债券情况和集中兑付压力来看，2021－2022 年是主城区和

环主城区的偿债高峰期，集中兑付压力较大；主城区存量债券集中在 2021 年到期，后

续到期压力可能动态上升；生态区近年来新增债券融资规模很小，2023 年以后该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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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量债券规模或将非常有限。在综合考虑 2019 年的一般预算公共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收

入后，沙坪坝区、大足区、綦江区（含万盛经开区）、涪陵区和黔江区的政府财力仍无

法覆盖 2021 年的到期债券，上述区域城投企业的再融资压力较大。 

从重庆市各区域发债城投企业未来三年（2021－2023 年）到期债券规模看，主城区

和环主城的债券到期规模最大，其中 2021－2022 年是偿债高峰期，面临较大的集中兑

付压力。考虑到主城区和环主城区也是重庆市债券发行活跃度最高的区域，到期债券获

得再融资和可能性也较高，但由于环主城区债务结构中债券的占比更高，其存量债券的

再融资压力也更大。相比之下，市级平台和生态区到期债券的绝对规模较小，其中市级

平台债券发行的高峰期在 2016 年，2017－2018 年的新债发行“断档”，因此存量债券将

在 2021 年集中到期，往后若干年的到期规模分布相对均匀。考虑到 2019 年以来主城区

债券融资回暖，2022 年及以后的兑付压力或将动态上升。对于生态区而言，2021－2023

年均有一定的债券到期压力，考虑到近年来该区域新增债券融资规模很小，2023 年以后

该区域存量债券的稀缺性将显著提高。此外，由于生态区的存量私募债占比较高，再融

资和兑付情况需要重点关注。 

图16  重庆市各区域城投企业到期债券规模（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分区县来看，主城区中两江新区在 2020 年年内的到期债务规模较大，而沙坪坝区、

巴南区、九龙坡区和南岸区在 2021－2023 年的到期债务规模较大，其中沙坪坝区和九

龙坡区在 2022 年的集中兑付压力较大，巴南区和南岸区的债务到期分布较为均匀。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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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巴南区和沙坪坝区的债务结构中债券融资占比接近 50%，其债券市场的再融资压力显

著高于其他主城区。环主城区中，涪陵区、江津区、合川区、长寿区、永川区、大足区

和綦江区未来三年的债券到期规模较大，其中大足区、涪陵区和合川区在 2021 年的集

中兑付压力较大，江津区、永川区、长寿区和万盛经开区在 2022 年的集中到期压力较

大。合川区、潼南区、大足区和永川区的债务结构中债券融资占比较高，对于财政实力

相对较弱的潼南区和大足区，再融资压力相当较大。生态区中，单一区县的存量债券规

模相对较小，其中开州区、黔江区和万州区的债券规模较为突出，黔江区的存量债券集

中在 2021 年到期，而万州区和开州区的存量债券集中在 2023 年到期，再融资情况值得

关注。 

图17  重庆市各区县城投企业到期债券规模（单位：亿元、%） 

 

注：债券融资占比=存量债券余额/全部债务×100%，考虑数据可得性，全部债务采用 2020年 6 月底余额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从地方财政收入对 2021 年城投企业到期债券的保障情况来看，以 2019 年的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收入测算，生态区各区县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对 2021 年到期债

券的保障能力普遍较强，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无法覆盖 2021 年到期债券的区县数量较

多；环主城区中，除璧山区和荣昌区外，其他区县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对 2021 年的到

期债券保障能力均较轻；主城区中，两江新区、大渡口区、北碚区和渝中区的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收入对 2021 年城投企业到期债券的保障能力较轻。值得注意的

是，在综合考虑 2019 年的一般预算公共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收入后，沙坪坝区、大足区、

綦江区（含万盛经开区）、涪陵区和黔江区的地方财政收入仍无法覆盖 2021 年的到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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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上述区域城投企业在未来一年的再融资压力较大。 

 

图 18  2019 年重庆市各区县财政收入对 2021 年到期债券的保障程度（单位：倍）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3．重庆市城投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近三年，重庆市城投企业的债务负担整体上升，其中主城区企业债务负担相对较重，

生态区企业债务负担相对较轻，同一区域内不同区县之间的分化较大。 

我们用资产负债率和全部债务资本化比率来衡量城投企业的债务负担情况。从发债

企业债务负担的变化趋势来看，重庆市市本级城投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和全部债务资本化

比率持续下降，债务负担小幅减轻，而主城区、环主城区和生态区城投企业的债务负担

小幅加重。区域间横向对比来看，主城区城投企业的债务负担相对较重，生态区相对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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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同一区域内不同区县之间的分化较大。主城区中，巴南区、沙坪坝区和九龙坡区城

投企业的债务负担相对较重；南岸区和渝北区城投企业债务负担快速上升，但由于渝北

区样本仅包含一家企业，代表性可能有所欠缺。环主城区中，合川区、江津区、铜梁区

和永川区城投企业的债务负担相对较重，长寿区、南川区和大足区城投企业的债务负担

上升较快。生态区中，万州区城投企业的债务负担上升较快。 

表6  2017－2019年底重庆市发债城投企业债务负担情况 

区域 
资产负债率（%） 全部债务资本化比率（%） 

2017 年底 2018 年底 2019 年底 2017 年底 2018 年底 2019 年底 

重庆市本级 55.37 54.65 49.16 47.38 44.11 38.17 

主城区 56.48 55.71 57.21 45.87 45.37 47.15 

巴南区 62.38 62.96 66.49 54.01 51.81 52.66 

北碚区 65.28 63.11 58.83 49.09 50.74 47.34 

大渡口区 55.93 54.99 56.20 48.74 47.92 44.92 

九龙坡区 59.20 60.40 59.85 49.71 50.59 52.87 

南岸区 57.60 58.89 59.70 39.93 42.32 46.31 

沙坪坝区 62.05 60.44 59.24 56.21 54.39 53.73 

渝北区 43.79 49.78 66.53 28.69 37.54 53.11 

渝中区 53.60 46.27 46.84 43.87 36.62 41.12 

环主城区 48.69 50.46 52.66 40.41 42.53 44.60 

璧山区 29.23 28.90 28.87 20.28 23.41 23.10 

大足区 44.95 48.19 50.96 34.70 36.87 41.65 

涪陵区 52.20 54.07 54.68 47.71 49.61 50.94 

合川区 59.04 60.21 61.40 49.23 50.62 51.96 

江津区 53.17 56.79 58.78 47.96 52.01 53.29 

南川区 47.75 46.10 51.12 37.13 39.25 44.33 

綦江区 43.66 45.47 46.13 31.30 33.71 34.13 

荣昌区 51.91 53.60 60.31 43.36 40.85 47.42 

铜梁区 53.12 60.45 56.30 48.78 58.68 51.96 

潼南区 49.93 46.48 48.41 42.09 37.83 38.23 

永川区 51.95 55.00 57.22 43.33 45.41 48.47 

长寿区 49.00 51.82 56.77 40.77 44.45 48.62 

生态区 49.31 50.14 50.22 39.26 41.95 41.78 

城口县 46.77 51.60 55.77 44.43 49.43 51.67 

垫江县 38.63 44.42 43.13 30.06 38.76 38.58 

丰都县 57.54 58.42 61.80 44.52 48.88 52.57 

奉节县 52.48 52.97 46.25 41.77 46.66 38.49 

开州区 56.47 41.44 43.98 42.54 27.08 31.11 

梁平区 51.47 53.41 55.33 40.51 43.43 4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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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江区 58.76 59.53 60.00 52.99 52.57 53.21 

石柱县 44.03 46.90 41.24 40.00 45.07 38.29 

万州区 46.56 53.60 54.55 36.85 47.04 49.27 

武隆区 55.92 58.02 60.74 48.81 48.02 49.55 

秀山县 64.83 50.08 36.23 57.27 44.60 28.57 

酉阳县 42.73 48.47 52.79 33.54 39.16 42.55 

云阳县 33.20 40.21 46.18 13.94 29.71 32.65 

忠县 40.88 42.84 45.02 22.35 26.86 31.37 

总计 51.00 51.73 52.75 41.49 43.04 43.98 

注：两江新区城投企业数据在主城区中体现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 

 

近年来，重庆市本级及各区域城投企业整体流动性储备呈现趋紧的态势，短期偿债

能力指标有所弱化，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对全部债务覆盖程度普遍较低。2019 年，重庆市

城投企业筹资活动前资金缺口有所扩大，主城区的环主城区城投企业经营和投资活动现

金流对外部融资依赖最大，债务规模集中的重庆市本级和主城区的沙坪坝区城投企业融

资压力较大，其他各区域大部分城投企业净融资额呈分化趋势，需关注面临集中偿付压

力和地区融资能力较弱的城投企业再融资情况。 

2017－2019 年底，重庆市本级及各区域城投企业整体货币资金/短期债务均值分别

为 1.40 倍、0.77 倍和 0.75 倍，呈持续下降趋势，反映出重庆市本级及各区域城投企业

整体流动性储备呈现趋紧的态势。其中，2018 年底货币资金/短期债务倍数较 2017 年底

明显下降，主要系短期债务大幅增长的同时货币资金下降较快所致；2019 年底货币资金

/短期债务倍数较 2018 年底小幅下降。具体看，2017－2019 年底，重庆市本级城投企业

货币资金/短期债务均值波动下降，分别为 2.42 倍、1.30 倍和 1.75 倍；主城区、环主城

区和生态区城投企业货币资金/短期债务均值均不断下降，其中 2018 年底降幅较大，分

别为 0.63 倍、0.67 倍和 0.72 倍，2019 年底较 2018 年底小幅下降，分别为 0.61 倍、0.60

倍和 0.60 倍。其中，主城区中渝北区和渝中区各只有一家发债城投企业，其货币资金对

短期债务的保障倍数相对较高，但 2017－2019 年底渝北区城投企业货币资金/短期债务

倍数大幅下降，而同期渝中区城投企业货币资金/短期债务倍数波动中较快增长；环主城

区中除永川区城投企业货币资金/短期债务倍数小幅增长以外，其余区域均呈下降趋势，

其中璧山区、合川区、南川区、綦江区和潼南区均降幅明显，环主城区近年来短期偿债

压力明显增大；生态区中除武隆区以外，其他区域城投企业货币资金/短期债务倍数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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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程度下降，其中城口县、石柱县、秀山县等区域降幅明显。总体看，近年来重庆大

部分区域城投企业货币资金对短期债务的保护力度有所减弱，短期偿债能力弱化。 

城投企业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入主要包括业务回款、政府和其它单位往来款等。2017

－2019 年，重庆市本级及各区域城投企业整体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全部债务均值小幅波

动，分别为 0.30 倍、0.32 倍和 0.31 倍，保持在较低水平，经营活动获取的现金对全部

债务保护程度低，债务的偿还对筹资活动的依赖程度高。具体看，2017－2019 年，重庆

市本级城投企业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全部债务均值波动增长，分别为 0.22 倍、0.19 倍和

0.25 倍，主城区城投企业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全部债务均值有所波动，分别为 0.30 倍、

0.38 倍和 0.30 倍，环主城区城投企业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全部债务均值波动下降，分别

为 0.35 倍、0.29 倍和 0.30 倍，生态区城投企业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全部债务均值有所增

长，分别为 0.28 倍、0.32 倍和 0.32 倍。其中，环主城区的潼南区、生态区的丰都县、

石柱县和万州区城投企业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全部债务均值持续增长，主城区的大渡口

区、沙坪坝区、渝北区、环主城区的铜梁区、生态区的奉节县、秀山县城投企业经营活

动现金流入/全部债务均值波动增长（璧山区增幅最大，其余增幅均较小），其余各区域

城投企业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全部债务均值均呈持续或波动下降。总体看，近年来重庆市

城投企业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对全部债务的保护力度整体较弱，大部分区域城投企业长期

偿债能力弱化。 

表7  2017－2019年底重庆市本级及各区域城投企业偿债能力情况 

区域 
货币资金/短期债务均值（倍）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全部债务均值（倍） 

2017 年底 2018 年底 2019 年底 2017 年底 2018 年底 2019 年底 

重庆市本级 2.42 1.30 1.75 0.22 0.19 0.25 

主城区 0.94 0.63 0.61 0.30 0.38 0.30 

巴南区 0.45 0.43 0.51 0.38 0.39 0.38 

北碚区 0.70 0.52 0.97 0.37 0.19 0.14 

大渡口区 0.99 0.29 0.38 0.30 0.29 0.31 

九龙坡区 0.41 0.39 0.46 0.26 0.27 0.21 

南岸区 1.14 0.74 1.03 0.60 0.42 0.29 

沙坪坝区 1.34 0.57 0.40 0.18 0.35 0.27 

渝北区 8.12 3.08 2.02 0.10 0.09 0.12 

渝中区 2.72 6.70 5.51 0.55 0.34 0.17 

环主城区 1.47 0.67 0.60 0.35 0.29 0.30 

璧山区 5.84 2.86 1.78 0.45 0.44 1.03 

大足区 0.90 0.28 0.38 0.44 0.36 0.38 

涪陵区 0.73 0.78 0.73 0.31 0.28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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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川区 2.03 0.40 0.38 0.43 0.32 0.28 

江津区 1.03 0.53 0.62 0.22 0.29 0.21 

南川区 6.97 2.03 1.50 0.22 0.23 0.21 

綦江区 3.32 1.66 0.82 0.44 0.33 0.26 

荣昌区 1.26 0.43 0.69 0.72 0.46 0.72 

铜梁区 1.30 1.70 1.16 0.20 0.28 0.25 

潼南区 6.01 1.82 0.54 0.38 0.40 0.55 

永川区 0.27 0.29 0.36 0.16 0.17 0.14 

长寿区 0.87 0.25 0.30 0.37 0.21 0.32 

生态区 1.55 0.72 0.60 0.28 0.32 0.32 

城口县 10.43 2.99 2.14 0.30 0.22 0.22 

垫江县 2.37 2.04 1.51 0.43 0.24 0.19 

丰都县 3.30 1.68 1.41 0.16 0.17 0.19 

奉节县 2.97 1.11 1.30 0.12 0.26 0.13 

开州区 2.52 1.85 0.41 0.31 0.32 0.23 

梁平区 1.97 1.90 1.28 0.33 0.30 0.21 

黔江区 0.24 0.31 0.20 0.27 0.23 0.22 

石柱县 8.34 3.69 0.76 0.18 0.22 0.30 

万州区 0.87 0.42 0.45 0.54 0.62 0.74 

武隆区 1.82 1.46 1.87 0.26 0.30 0.21 

秀山县 3.73 1.08 0.67 0.49 0.40 0.51 

酉阳县 1.78 1.10 0.70 0.41 0.44 0.24 

云阳县 11.42 6.00 4.01 1.13 0.52 0.59 

忠县 2.72 0.92 0.89 1.63 0.93 0.62 

总计 1.40 0.77 0.75 0.30 0.32 0.31 

注：两江新区城投企业数据在主城区中体现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 

 

从重庆市本级及各区域城投企业筹资活动净现金流状况看，2017－2019 年，重庆市

城投企业筹资活动净现金流波动较大，分别为 1441.26 亿元、496.41 亿元和 1061.04 亿

元，其中 2018 年受集中偿还债务等因素影响，重庆市城投企业筹资活动净现金流同比

大幅下降，其中主城区的沙坪坝区和渝中区城投企业筹资活动净现金流下降明显，导致

主城区城投企业筹资活动净现金流由正转负，而 2019 年主城区大部分地区城投企业加

大融资力度，除大渡口区筹资活动资金缺口进一步扩大以外，其余地区城投企业筹资活

动净现金流均呈较大规模净流入。环主城区城投企业筹资活动现金流规模最大，主要由

于重庆市环主城区基建需求较大，且园区分布较为集中，产业发展需求较大，故各地区

培育的平台个数较多、融资体量较大。同期，生态区中除黔江区城投企业筹资活动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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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流持续净流出以外，其余地区筹资活动现金流整体均呈不同程度净流入。 

表8  2017－2019年重庆市本级及各区域城投企业筹资活动现金流情况（单位：亿元） 

省份及城市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筹资活动

现金流入 

筹资活动

现金流出 

筹资活动

净现金流 

筹资活动

现金流入 

筹资活动

现金流出 

筹资活动

净现金流 

筹资活动

现金流入 

筹资活动

现金流出 

筹资活动

净现金流 

重庆市本级 1317.00 903.75 413.25 758.62 571.74 186.88 1033.93 736.77 297.16 

主城区 1697.53  1519.95  177.58  1350.45  1457.40  -106.95  1885.81  1761.58  124.22  

巴南区 310.48 360.89 -50.41 259.91 247.96 11.96 331.04 311.42 19.62 

北碚区 141.88 79.59 62.29 131.09 58.68 72.41 133.21 82.56 50.65 

大渡口区 100.27 101.51 -1.23 35.27 50.58 -15.31 54.52 98.77 -44.25 

九龙坡区 188.98 103.34 85.64 258.16 176.41 81.75 310.51 238.51 71.99 

南岸区 135.85 207.03 -71.18 133.67 126.45 7.22 246.36 196.72 49.64 

沙坪坝区 384.88 262.73 122.15 192.52 326.94 -134.42 339.86 323.12 16.74 

渝北区 82.48 32.94 49.54 121.66 17.42 104.24 147.23 82.07 65.16 

渝中区 49.58 18.56 31.02 7.09 27.11 -20.02 24.99 17.82 7.18 

环主城区 1815.60 1179.94 635.66 1477.27 1217.90 259.37 2366.55 1890.17 476.37 

璧山区 79.43 50.83 28.60 18.20 12.53 5.67 46.33 36.72 9.60 

大足区 145.64 120.37 25.27 145.93 125.16 20.77 250.23 229.82 20.40 

涪陵区 317.91 174.80 143.11 284.27 219.02 65.25 345.64 306.96 38.68 

合川区 181.05 155.60 25.45 166.65 179.73 -13.08 330.84 284.95 45.89 

江津区 282.10 181.92 100.18 224.71 183.29 41.42 414.91 320.08 94.83 

南川区 96.52 57.29 39.22 107.88 52.00 55.88 178.66 81.24 97.41 

綦江区 215.63 129.27 86.36 135.67 111.45 24.22 179.08 148.62 30.46 

荣昌区 72.24 33.06 39.18 27.05 24.02 3.03 71.03 54.14 16.89 

铜梁区 74.57 36.50 38.08 76.24 55.29 20.94 70.40 73.96 -3.56 

潼南区 61.99 38.70 23.28 52.76 32.90 19.86 40.75 33.61 7.14 

永川区 83.40 60.65 22.75 109.80 96.44 13.36 180.43 121.46 58.97 

长寿区 205.11 140.95 64.17 128.09 126.07 2.02 258.26 198.62 59.65 

生态区 585.39 370.61 214.78 651.29 494.17 157.12 820.63 657.36 163.28 

城口县 2.33 4.45 -2.12 9.14 2.62 6.52 7.93 6.12 1.81 

垫江县 33.91 13.29 20.62 45.01 13.64 31.36 17.66 12.28 5.38 

丰都县 60.01 17.91 42.09 32.01 18.10 13.91 42.38 26.67 15.71 

奉节县 96.73 61.47 35.26 65.49 59.92 5.56 38.40 17.70 20.70 

开州区 26.06 26.13 -0.07 28.25 29.93 -1.68 74.02 54.01 20.02 

梁平区 31.57 16.87 14.70 47.24 14.95 32.30 39.44 21.72 17.72 

黔江区 99.97 102.80 -2.82 81.63 89.04 -7.40 93.00 99.63 -6.64 

石柱县 11.00 1.14 9.86 3.50 3.26 0.24 6.10 9.33 -3.24 

万州区 99.01 77.57 21.44 201.50 180.08 21.42 379.55 312.42 67.13 

武隆区 53.77 23.54 30.23 32.95 28.79 4.15 49.44 46.50 2.94 

秀山县 19.95 6.88 13.07 18.31 16.32 2.00 2.97 3.54 -0.56 

酉阳县 15.14 8.86 6.28 32.38 22.75 9.63 33.72 23.17 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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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阳县 7.65 3.85 3.80 27.21 5.11 22.10 12.58 8.10 4.48 

忠县 28.30 5.86 22.44 26.69 9.68 17.00 23.46 16.17 7.29 

合计 5415.52 3974.26 1441.26 4237.63 3741.22 496.41 6106.91 5045.88 1061.04 

注：两江新区城投企业数据在主城区中体现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从筹资活动前净现金流来看，2017－2019 年，重庆市城投企业整体筹资活动前净现

金流呈净流出态势，净流出规模有所波动，存在一定资金缺口。具体看，重庆市本级城

投企业筹资活动前净现金流持续净流出且资金缺口不断扩大，2019 年为-263.98 亿元，

经营和投资活动现金流弱化；主城区城投企业筹资活动前净现金流波动较大，2018 年由

负转正，为 17.26 亿元，其中巴南区和大渡口区城投企业经营和投资活动现金流表现较

好，近年来均呈净流入，主城区中北碚区、九龙坡区和渝北区城投企业筹资活动前净现

金流持续净流出且净流出规模较大；环主城区城投企业筹资活动前净现金流资金缺口最

大，2019 年为-416.87 亿元，环主城区中各区域城投企业筹资活动前净现金流均呈净流

出；生态区城投企业筹资活动前资金缺口有所缩窄，但大部分区域城投企业筹资活动前

净现金流仍持续净流出。总体看，重庆市城投企业经营和投资活动持续对外部融资存在

依赖，近年来除主城区的巴南区和大渡口区城投企业筹资活动前净现金流持续净流入以

外，其余地区均不同程度存在资金缺口需外部融资补足。 

表9  2017－2019年重庆市本级及各区域城投企业筹资活动前净现金流情况（单位：亿元） 

区域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重庆市本级 -188.27 -209.75 -263.98 

主城区 -163.77 17.26 -213.90 

巴南区 34.72 24.93 26.77 

北碚区 -54.44 -55.70 -25.94 

大渡口区 11.04 10.37 38.58 

九龙坡区 -88.47 -79.46 -58.93 

南岸区 -0.17 -4.76 -53.54 

沙坪坝区 -81.00 27.52 -85.40 

渝北区 -32.21 -98.75 -83.77 

渝中区 -5.79 8.55 -2.91 

环主城区 -619.88 -359.60 -416.87 

璧山区 -33.71 -8.78 -14.88 

大足区 -37.55 -36.57 -21.14 

涪陵区 -110.91 -25.94 -19.12 

合川区 -79.08 -57.95 -3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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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区 -88.42 -40.76 -64.14 

南川区 -34.81 -61.04 -67.93 

綦江区 0.97 -13.96 -14.23 

荣昌区 -35.77 -11.05 -11.21 

铜梁区 -35.45 -10.79 -2.93 

潼南区 -11.67 -33.07 -29.28 

永川区 -32.38 -11.44 -37.98 

长寿区 -53.88 -16.73 -44.73 

生态区 -221.62 -217.92 -160.12 

城口县 0.45 -10.00 -2.28 

垫江县 -18.48 -31.11 -9.39 

丰都县 -41.52 -19.26 -24.09 

奉节县 -24.57 -26.50 -19.25 

开州区 9.19 -1.83 -22.94 

梁平区 -22.15 -40.24 -10.16 

黔江区 -6.55 15.78 -0.27 

石柱县 -5.17 -3.27 1.48 

万州区 -54.14 -20.56 -52.59 

武隆区 -23.94 -11.74 8.16 

秀山县 -3.25 -6.55 -3.92 

酉阳县 -3.97 -9.96 -15.38 

云阳县 -5.99 -25.48 -4.00 

忠县 -21.54 -27.20 -5.49 

总计 -1193.54 -770.01 -1054.87 

注：两江新区城投企业数据在主城区中体现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从筹资活动后净现金流来看，2017－2019 年，重庆市城投企业整体筹资活动后

净现金流波动中大幅下降，分别为 247.72 亿元、-273.60 亿元和 6.17 亿元。其中，

2018 年由于集中偿债压力较大等原因，重庆市本级及各区域城投企业筹资活动后净

现金流均呈净流出，主城区的沙坪坝区和环主城区的合川区资金缺口最大。2019 年，

重庆市城投企业筹资活动前净现金流整体由负转正，但主城区城投企业筹资活动前净

现金流仍呈净流出，其中沙坪坝区城投企业资金缺口仍最大。整体看，重庆市城投企

业融资压力有所提升。 

 

 

 



 

-32- 

表10  2017－2019年重庆市本级及各区域城投企业筹资活动后净现金流情况（单位：亿元） 

区域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重庆市本级 224.98 -22.87 33.18 

主城区 13.81 -89.69 -89.68 

巴南区 -40.31 -3.91 11.26 

北碚区 7.85 16.71 24.71 

大渡口区 9.81 -4.94 -5.68 

九龙坡区 -2.83 2.29 13.07 

南岸区 -71.35 2.46 -3.90 

沙坪坝区 41.15 -106.91 -68.67 

渝北区 17.33 5.49 -18.61 

渝中区 25.24 -11.46 4.27 

环主城区 15.77 -100.24 59.50 

璧山区 -5.11 -3.10 -5.28 

大足区 -12.28 -15.80 -0.74 

涪陵区 32.19 39.31 19.56 

合川区 -57.15 -74.98 11.34 

江津区 11.76 0.66 30.70 

南川区 4.42 -5.16 29.48 

綦江区 87.33 10.27 16.23 

荣昌区 3.40 -8.02 5.68 

铜梁区 2.63 10.15 -6.49 

潼南区 11.61 -13.21 -22.14 

永川区 -9.63 1.93 20.99 

长寿区 10.29 -14.71 14.92 

生态区 -6.84 -60.80 3.16 

城口县 -1.66 -3.48 -0.47 

垫江县 2.14 0.25 -4.02 

丰都县 -20.09 -7.80 -3.39 

奉节县 10.68 -20.94 1.45 

开州区 9.12 -3.51 -2.93 

梁平区 -7.45 -7.95 7.56 

黔江区 -9.37 8.38 -6.91 

石柱县 4.68 -3.03 -1.76 

万州区 -32.70 0.86 14.54 

武隆区 6.29 -7.58 11.10 

秀山县 9.82 -4.55 -4.48 

酉阳县 2.31 -0.33 -4.82 

云阳县 -2.19 -3.38 0.48 

忠县 0.90 -10.20 1.80 

合计 247.72 -273.60 6.17 

注：两江新区城投企业数据在主城区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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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4．重庆市各区县财政收入对发债城投企业债务的支持保障能力  

重庆市各区县城投企业的有息债务规模数倍于地方政府预算内债务，区域间和区域

内部的分化情况非常明显，地方财力对城投企业全部债务的支持保障能力整体偏弱。 

城投企业作为地方基础设施尤其是公益性项目的投融资及建设主体，项目委托方多

为地方政府，地方财政收入对城投企业公益性项目的资金平衡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政府

外部支持是城投企业债务偿还的重要保障因素。由于地方财政收入需要优先用于偿还纳

入财政预算的政府性债务，因此在衡量政府支持能力时需要综合考虑预算内债务的影响。

此外，由于城投企业有息债务中兼有公益性项目形成的“隐性债务”和其他，严格意义上

地方财政只对前者有支持义务。考虑到“隐性债务”和经营性债务难以通过公开信息准确

区分，下文采用样本城投企业全部有息债务作为“隐性债务”的替代变量，在进行区域间

横向对比时仍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从重庆市各区县的“发债城投企业全部债务+地方政府债务”情况看，截至 2019 年底

重庆市城投企业有息债务规模合计约 1.26 万亿元，除去市级平台约为 1.06 万亿元。相

比之下，截至 2019 年底各区县的政府预算内债务（不含市本级）合计约 0.35 万亿元，

重庆市地方政府的“预算外杠杆”水平仍然很高。分区域看，主城区和环主城的发债城投

企业“全部债务+地方政府债务地方债务”规模仍然远高于生态区，同时三大区域内部的

分化也十分显著。主城区“外圈”是城投企业债务高度集中的区域，包括北部的两江新区，

西部的沙坪坝区、九龙坡区以及东南部的巴南区。对于环主城区而言，城投企业债务则

主要集中在“内圈”，即靠近主城区的江津区、长寿区、合川区和涪陵区等区。值得注意

的是大足区、南川区和綦江区（含万盛经开区）的经济财政实力偏弱，但城投企业债务

规模较高，较周边可比区县的债务压力更大。生态区内，万州区在债务规模上居于首位，

此外黔江区和开州区的债务体量也达到了一定规模，接近荣昌区、铜梁区和潼南区等环

主城区。 

相较于城投企业有息债务，预算内政府债务的区域分化程度更低。主城区各区县的

预算内债务规模整体高于其他区域，城投企业有息债务规模相当于预算内债务的 3.06 倍，

渝北区、九龙坡区和两江新区的债务规模较大。环主城区城投企业有息债务规模相当于

预算内债务的 3.78 倍，地方政府对预算外杠杆的依赖程度较主城区更高，其中璧山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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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主城区中唯一的预算内债务规模大于城投企业有息债务的区县。生态区城投企业有息

债务规模仅相当于预算内债务的 1.90 倍，地方政府通过城投企业加杠杆的能力相对较

弱。 

图19  截至2019年底重庆市各区县“发债城投企业全部债务+地方政府债务”债务水平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从债务负担指标来看，2019 年“发债城投企业全部债务+地方政府债务/GDP”超过

100.00%的区县包括沙坪坝区、大渡口区、南川区、黔江区和武隆区，债务负担重，此外

长寿区该指标也超过 90%。主城区的渝北区和渝中区，以及环主城区的璧山区、铜梁区

和荣昌区，地方政府的“发债城投企业全部债务+地方政府债务”负债率相对较低。从地

方政府财力对“发债城投企业全部债务+地方政府债务”的保障程度来看，由于重庆市各

区县综合财力对上级转移性收入的依赖程度较高，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收入

对宽口径地方债务的保障能力普遍很弱。考虑上级转移性收入后，地方综合财力对“发

债城投企业全部债务+地方政府债务”的保障能力仍然偏弱，主城区中“发债城投企业全

部债务+地方政府债务/综合财力”地方债务率超过 400%的区域包括沙坪坝区、南岸区、

九龙坡区和巴南区；环主城区中，地方综合财力保障能力较弱的区域包括长寿区、南川

区、綦江区、涪陵区和江津区；生态区中黔江区和武隆区的政府财力保障程度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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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2019年重庆市各区县财政收入对宽口径地方债务的支持情况 

 

注：主城区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包含市级财政返还的部分；未获取到渝北区 2019 年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数据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区县 区域
2019年
GDP

发债城投
企业债务

发债城投企业
全部债务+地
方政府债务

发债城投
企业债务
占比

发债城投
企业全部
债务+地方
政府债务
/GDP

发债城投
企业全部
债务+地方
政府债务/
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

发债城投
企业全部
债务+地方
政府债务/
政府性基
金收入

发债城投
企业全部
债务+地方
政府债务/
综合财力

沙坪坝区 主城区 976.78 1038.27 1157.99 89.66 118.55 2038.71 1399.38 658.33

九龙坡区 主城区 1462.88 605.09 801.89 75.46 54.82 1248.28 1213.63 475.61

巴南区 主城区 860.00 514.00 644.40 79.76 74.93 1248.75 1191.71 404.13

南岸区 主城区 770.58 488.79 615.43 79.42 79.87 1072.53 2010.04 562.40

渝北区 主城区 1848.24 242.40 387.70 62.52 20.98 512.33 -- --

北碚区 主城区 605.94 249.02 344.02 72.39 56.77 1125.89 659.67 320.24

大渡口区 主城区 253.56 204.68 291.48 70.22 114.95 1256.36 586.00 355.76

渝中区 主城区 1301.35 57.04 126.24 45.18 9.70 301.27 3165.63 153.93

涪陵区 环主城区 1178.66 713.98 852.44 83.76 72.32 1565.70 1074.05 442.63

江津区 环主城区 1036.74 638.10 775.20 82.31 74.77 1183.50 998.06 397.54

合川区 环主城区 912.50 504.26 638.62 78.96 69.99 1537.62 762.85 377.01

长寿区 环主城区 701.24 520.85 634.30 82.11 90.45 1803.18 1206.54 548.05

永川区 环主城区 952.69 412.86 528.46 78.13 55.47 1364.26 842.17 372.19

大足区 环主城区 645.83 339.06 437.58 77.49 67.75 1123.73 1069.17 384.32

南川区 环主城区 333.95 359.01 426.71 84.13 127.78 1835.82 1349.85 473.02

綦江区 环主城区 682.73 308.98 374.98 82.40 54.92 1859.91 1396.72 449.07

潼南区 环主城区 451.08 182.55 251.97 72.45 55.86 1245.29 697.99 279.70

璧山区 环主城区 681.02 107.24 245.94 43.60 36.11 491.54 252.14 143.01

铜梁区 环主城区 616.56 150.82 236.72 63.71 38.39 740.60 400.08 203.31

荣昌区 环主城区 652.54 139.12 202.32 68.76 31.00 723.36 616.09 253.74

万州区 渝东北 920.91 464.91 616.11 75.46 66.90 1154.63 1026.25 348.92

开州区 渝东北 505.59 150.07 250.04 60.02 49.46 989.88 1009.46 230.60

丰都县 渝东北 305.83 142.32 205.14 69.38 67.08 917.57 1229.92 264.03

梁平县 渝东北 464.15 115.41 180.41 63.97 38.87 887.90 546.96 202.39

奉节县 渝东北 300.00 95.44 163.04 58.54 54.35 1104.38 494.82 165.36

垫江县 渝东北 416.90 81.23 146.83 55.32 35.22 881.07 583.62 197.76

忠县 渝东北 396.94 81.47 142.47 57.18 35.89 761.85 527.07 163.06

云阳县 渝东北 431.25 62.49 126.12 49.55 29.25 786.92 536.87 130.78

黔江区 渝东南 229.44 243.98 305.65 79.82 133.22 1352.46 2605.75 427.91

武隆区 渝东南 209.66 173.22 220.72 78.48 105.27 1859.03 1656.08 411.24

酉阳县 渝东南 186.72 76.46 124.02 61.65 66.42 1215.90 897.40 157.49

石柱县 渝东南 159.38 19.60 74.76 26.21 46.91 746.40 583.89 124.66

秀山县 渝东南 283.01 14.23 57.75 24.64 20.41 556.70 400.05 87.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