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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省财政收支情况分化 

部分区域收支矛盾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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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信用风险系列研究之一： 

31 省财政收支情况分化，部分区域收支矛盾突出 

 

联合资信  宏观研究部 

 

摘要：2020 年，全国财政收支矛盾进一步突显，特别是相较于中央财政而

言，地方财政在阶段性减税降费政策的影响下持续偏紧。 

具体看，2020 年，全国 31 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主要集中在 1500~5000

亿元，西北及东北地区大部分省份财政收入处于全国较低水平，西南地区的云贵

两省及广西财政收入虽处于中下水平，但由于财政支出规模较大，整体财政自给

率位处全国末段，财政收支矛盾程度同西北及东北地区相当。 

2020 年，各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持续扩张，各项支出中一般债券本金支出

的占比集中于 5~8%，较 2019年进一步提高。2020 年是全面实行地方政府债发行

以来第一个集中兑付年份，随着未来各地债券集中到期，各省地方政府债还本支

出占比将进一步提升，对其他公共财政支出项形成一定制约。 

2020 年，亦是“十三五”收官之年，各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均复合增速的

中位数为 2.61%，增长幅度较小，各省财政自给率中位数亦较 2016年下降 10.47

个百分点至 38.26%。除传统认为财政实力较弱且财政自给率较低的西北、东北

及西南云贵等区域外，“十三五”期间，天津及重庆财政收入增速低于全国水平

且自给率降幅较大，财政收支矛盾较“十三五”期初更为突出。 

2021 年，宏观政策注重连续性、稳定性，财政赤字规模较 2020年小幅回落

但仍高于 2019年。2021 年地方财政收入主要为恢复性增长，预期较疫情前水平

增幅不大。在财政支出总量保持一定力度的同时，地方政府将通过压减一般性支

出保障民生相关支出力度，但预期结构性调整空间有限，地方财政收支矛盾依旧

突出。同时，中央将进一步增加对困难区县的直达资金支持力度，化解尾部区域

信用风险，避免系统性信用风险的发生，但部分财政收支矛盾突出且债务负担较

重的区域，经济环境不佳且对企业外部支持能力减弱，因此仍需关注上述区域内

企业的信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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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国财政收支情况 

2009 年至今，我国已实行 11 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于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

作用，但由此带来的财政收支1矛盾不断加深，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加速扩大。

2020 年，面对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社会的负面影响，宏观政策发挥了逆周期调

节、托底经济、稳定社会的重大作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发挥了更加积极有为的财

政效力，制定出台了扩大财政赤字、发行抗疫特别国债、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等一揽子政策举措。但随之而来的是我国财政收入进一步下滑，收支矛盾愈加突

出。 

2020 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8.29 万亿元，同比下降 3.93%，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 24.56 万亿元，同比增长 2.81%，收支差额 6.27 亿元，同比增加 1.42 万

亿元，呈现加速增长的趋势。随着经济增速放缓，我国财政收支矛盾日益凸显，

叠加新冠疫情导致企业经济运营部分时段停摆，政府主要税源增值税、企业所得

税及消费税等短收，与此同时，“六保”“六稳”政策下推升财政支出规模，使

原本就紧张的地方财政承受了更大的压力。 

图 1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及增速 

  
注：2019 年及以前为绝算数，2020 年为预算数，下同。 

资料来源：Wind，联合资信整理 

                                                             
1
 本文财政收支差额指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差额，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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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预期财政赤字与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差额 

 

注：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差额 =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 一般公共预算年收入 

资料来源：Wind，联合资信整理 

 

分层级看，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差异较大，基于现行的财税体制，近 20 年

来，中央财政收支差额持续为正，而地方财政收支差额持续为负且不断扩大。在

当前宏观经济增速换挡的情况下，我国财政赤字持续提高，由于财政政策往往具

有滞后性和惯性，财政支出需更注重结构的优化。同时，我国预期内的人口老龄

化还进一步推升地方财政在社保、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刚性支出，在地方政府“财

权小，事权大”的背景下，地方财政收支压力加速增大。 

图 3  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差额 

 

资料来源：Wind、财政部官网，联合资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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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方政府财政收支情况比较 

1. 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 

2020 年，多数省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集中于 1500~5000 亿元，其中广东省

以超万亿的水平保持绝对优势，“长三角”财政收入多且各区发展均衡，1500 亿

元以下的省份集中于西北及东北地区，财政实力薄弱。 

2020 年，各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差距仍较大，根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规模划分，大致可将全国 31 个省份划分为六档，其中广东省仍是全国唯一超万

亿元的省份，财政实力强劲。有 11 个省份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处于 1500~3000

亿元，6 个省份收入处于 3000~5000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00~5000 亿元是

较为集中的收入水平。 

分地区看，“长三角”江浙沪三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大于 5000 亿元，加

上后期加入的安徽省（3216 亿元），整体地方政府财政实力强且各区较为均衡。

“京津冀”地区整体财政实力也较强，只有天津（1923 亿元）财政实力较为薄

弱。一般公共预算年收入低于 1500 亿元的省份包括西北地区的甘肃、宁夏、青

海和西藏，东北地区的黑龙江及吉林，以及新疆和海南，地方公共财政收入规模

均较小。 

表 1  2020 年各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单位：亿元） 

10000 以上 5000~10000 3000~5000 1500~3000 500~1500 500 以下 

广东 12922 江苏 9059 四川 4258 辽宁 2656 新疆 1477 宁夏 419 
  浙江 7248 河南 4155 湖北 2512 黑龙江 1153 青海 298 

  上海 7046 河北 3826 江西 2508 吉林 1085 西藏 221 

  山东 6560 安徽 3216 山西 2297 甘肃 875   

  北京 5484 福建 3079 陕西 2257 海南 816   

    湖南 3009 云南 2117     

      重庆 2095     

      内蒙古 2051     

      天津 1923     

      贵州 1787     

      广西 1717     

资料来源：Wind，联合资信整理 

2020 年，全国近半数省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下滑，其中天津、重庆、吉林在

“十三五”期间年均复合增速为负，2020 年的收入下滑不仅是由于疫情对供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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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的冲击，亦受到近年实施的减税降费及核心产业增长乏力等因素的影响较大。

2020 年各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中位数为同比增长 0.1%，增速下滑的省份有 14

个，其中湖北、北京、新疆、黑龙江等地疫情集中爆发面积较大，受到的负面影响

相对较大；另外，受近年推行的减税降费政策以及部分核心产业增长乏力等因素影

响，重庆、吉林、天津等地“十三五”期间年均复合增速均为负增长。 

图 4  各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 

 

资料来源：Wind，联合资信整理 

 

“十三五”期间，山西、安徽等地财政收入排序上升较多，天津、湖北、重

庆排序下降较多，财政收入增长动力不足。2020 年，是“十三五”规划期间的

收官之年，对比 2016 年，部分省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在全国的排序有所变

动，代表着当地经济主体的综合实力和居民的社会水平在变化。“十三五”期间，

山西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名次上升幅度最大，2020 年较 2016 年上升 6 名，主要

受益于煤炭行业供给侧改革红利，安徽、福建和辽宁均上升 3 名，地区财政收入

规模提升较快。名次下降方面，“十三五”期间，天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排序下

滑 10 名，湖北和重庆分别下滑 5 名和 4 名，财政收入增长动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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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十三五”规划期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排序变动名次 

 

资料来源：Wind，联合资信整理 

 

2. 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2020 年大部分省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维持扩张态势，但增速普遍低于“十

三五”期间年均复合增速，支出增速呈下降态势。2020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

速中位数为 3.71%，其中除了天津（-10.18%）、北京（-3.63%）、贵州（-3.35%）

和上海（-0.94%）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下降外，其余省份均呈增长态势。“十

三五”规划期间，各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年均复合增速中位数为 5.69%，五年间

呈现前高后低格局，主要系各地区贯彻执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树立过紧日子的

思想，严格压缩一般性支出，加大对重点领域支持力度，提高资金配置效率等精

神指示2，压减不必要的财政支出，带动 2019 年以来各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速

多成下降态势，以积极应对经济增速换挡、收支矛盾突显等问题。 

                                                             
2 2017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确保对重

点领域和项目的支持力度，压缩一般性支出，切实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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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各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速 

 

资料来源：Wind，联合资信整理 

 

2020 年，各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用于偿还一般债券本金的占比集中于

5%~8%，较 2019 年进一步提高。2020 年是全面实行地方政府债发行以来第一

个集中兑付年份，随着未来各地债券集中到期，各地债券还本支出占比将进一步

提升，对其他公共财政支出项形成一定制约。由于 2015 年是我国地方政府债券

实现全面发行的第一年，其中 5 年期债券发行占比较高，2020 年进入政府债券

集中兑付年份，各省一般债券还本支出占该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例持续提升。

其中占比最高的省份分别为辽宁（14.63）、贵州（13.62%）和内蒙古（13.21%），

较 2019 年增幅也高于平均水平，三地也相继发生城投信用风险事件，特别是非

标产品的违约。其余省份的一般债券还本支出占比集中于 5%~8%。随着地方政

府财政收支紧张程度的加深以及地方政府债务显性化的推进，地方政府债券成为

弥补财政收支差额的工具之一，地方政府债券限额连年提升，2021 年地方政府

债券还本支出较 2020 年进一步上升，一定时期内，在地方政府一般预算支出中

的占比或将持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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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一般债券还本支出及占比 

 

注：1. n 年一般债券还本支出 = n 年一般债券发行额 - （n 年一般债券期末余额 -（n-1）年一般债券期末

余额）；2. n 年一般债券还本占比 = n 年一般债券还本支出 / n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 100%。 

资料来源：Wind，联合资信整理 

 

图 8  各期限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发行规模       图 9  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到期规模 

  

资料来源：Wind，联合资信整理                     资料来源：Wind，联合资信整理 

 

3. 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差额与财政自给率 

2020 年，地方财政收支差额进一步扩大，地方各省财政自给率集中于

35%~45%，除湖北、天津和安徽外，其余省份财政自给率较 2019 年变动不大，

约下滑 1~2 个百分点。“十三五”期间，受减税降费政策影响，31 省财政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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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额整体增长近五成，各省财政自给率下降幅度较多，其中湖北、江苏、重庆、

天津降幅显著。 

2020 年，除浙江、贵州和广东外，各省财政收支差额持续扩大，四川、河南

等人口大省，财政收支差额分别位列一、二。“十三五”期间，31 个省财政收支

差额整体增长近五成，地方财政收支矛盾进一步凸显。 

图 10  财政收支差额与增速 

 

资料来源：Wind，联合资信整理 

 

2020 年，我国各省财政自给率中位数为 38.26%，同比下降 20.94 个百分点，

随着阶段性减税降费措施的推进以及增值税留底退税规模超预期等原因，地方财

政紧张局面进一步加剧。具体看，北上广财政自给程度最高，江浙随后，天津、

福建及山东财政自给率亦在 60%左右，整体自给能力较强，其中天津虽然财政收

入下滑，但也相应缩减财政支出，财政自给程度仍位列全国前列。多数省份财政

自给率处于 35%~45%，低于 30%的省份中以西南、西北和东北为主，其中西北

及东北省份财政收入规模小，财政自给率低更多是收入端的原因，而西南省份及

广西财政收入规模处于全国中等水平，但财政支出相对规模较大，财政自给率低

更多是支出端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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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各省财政自给率 

 

资料来源：Wind，联合资信整理 

  

   从财政自给率变动情况看，2020 年，湖北、天津财政自给率下降最多，分别

为 13 个百分点和 8 个百分点，大部分省份仅下滑 1~2 个百分点。从整个“十三

五”规划期间看，各省地方财政平衡能力均呈减弱趋势，其中湖北、江苏、重庆、

天津财政自给率下滑幅度较大，超过 10 个百分点，地方财政紧张程度加深。 

图 12  “十三五”期间各省财政自给率变化情况（单位：百分点） 

  

资料来源：Wind，联合资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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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1 年地方政府财政收支情况预测 

2021 年 3 月 5 日，国务院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21 年宏观政策连

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促进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宏观政策要继续为市场主

体纾困，保持必要支持力度，不急转弯，根据形势变化适时调整完善，进一步巩

固经济基本盘。 

2021 年财政收入较疫情前水平增幅或较低，刚性支出压力仍旧较大，地方政府

财政收支矛盾依旧突出。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21 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

更可持续。考虑到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和经济逐步恢复，今年赤字率拟定 3.2%左右，

较 2020 年的 3.6%回落 0.4 个百分点。预算赤字 3.57 万亿元，较 2020 年的 3.76 万

亿元小幅回落，但仍高于 2019 年的 2.76 万亿元。2021 年不再安排抗疫特别国债

（2020 年发行 1 万亿元特别国债），预期动用历年结余资金等规模缩减，加之财政

收入增长主要来自同比恢复性增长，因此财政收入较疫情前水平或增幅较低。由于

财政政策注重更可持续，将进一步向可持续发展方向倾斜，教育、文体、社保及医

疗的刚性支出需求仍旧较大，预期地方财政收支矛盾依旧较重。 

在全面落实过紧日子的要求下，一般性支出将进一步压减，但压减空间有限。

根据 2020 年财政政策执行报告，中央本级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减 50%以上，并

指导地方和部门进行了压减工作，规范地方压减一般性支出的口径和范围，压减

力度前所未有。预期 2021 年地方政府一般性财政支出将继续压减，但由于该政

策已执行多年，且非急需非刚性支出规模较小，因此压减空间有限。此外，财政

体制改革在财权、事权责任划分中存在一定的不匹配，地方财政支出压力无法得

到根本缓解。 

鉴于一些地方财政收支矛盾突出，在防风险、稳杠杆的基调下，中央将进一步

加大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特别是向中西部和困难地区的市县，通过财政资金直

达机制、债券置换建制县隐性债务等方式，防范和化解尾部区域信用风险，但对于

部分财政收支矛盾突出且债务负担较重的省份，经济及金融等外部环境不佳，且政

府部门的外部支持能力减弱，因此仍需对上述区域内的企业予以必要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