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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概要： 

 江苏省地理位置优越，资源禀赋突出，交通体系完善；人口保持净流入，城镇化

水平较高；产业结构完备，上市公司数量众多，经济总量及人均 GDP 位居全国

前列。2023 年，江苏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稳定增长，规模稳居全国第二位，且质

量及自给率较高；政府性基金收入对综合财力贡献大。江苏省各地市为化解债务

风险做出积极应对措施，严控债务风险。 

 江苏省城投债存量规模大，发债城投企业数量多，主体信用级别以 AA 及 AA+级

为主，行政层级集中于区县级及园区，苏南与苏北地区发债城投企业主体信用等

级分化明显。苏南地区城投债发行及存续规模大；城投债发行利差整体持续下降；

2023年江苏省城投债净融资规模同比增长，2024年上半年债券融资转为净流出。 

 2023 年底，江苏省城投企业债务规模及负担整体上升，债务结构以银行贷款为主，

苏北地区城投企业债务中其他融资比重高于苏中及苏南地区；江苏省城投债 2025

年整体集中兑付压力尚可，镇江市、盐城市、淮安市 2025 年城投债到期较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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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江苏省经济及财政实力 

1．江苏省区域特征及经济发展状况 

江苏省地理位置优越，资源禀赋突出，交通体系完善；人口保持净流入，城镇化

水平较高；产业结构完备，经济总量稳居全国第二位，人均 GDP 在全国排名第三、

省域第一。 

江苏省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发达。江苏省地处中国东部沿海中心、

长江下游，东临黄海，东南与浙江和上海毗邻，西接安徽，北接山东，与上海市、浙

江省和安徽省共同构成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已成为六大世界级城市群之一。江苏省交

通基础设施体系发达，省内设区市全部开通动车；拥有 9 个民航运输机场，密度居全

国前列，全部实现一类口岸开放；省内河高等级航道里程位居全国各省区第一。 

江苏省资源禀赋突出，多项矿藏储备居全国前列。江苏省有色金属类、建材类、

膏盐类、特种非金属类矿产较为丰富，其中铌钽矿、含钾砂页岩、泥灰岩、凹凸棒石

粘土、二氧化碳气等矿产查明资源储量居全国前列。 

表 1 江苏交通情况及资源禀赋 

现状 
“十四五”期间投资重点/2025年预计

完成目标 

交

通 

情

况 

陆

路 

公

路 

截至2023年底，江苏省全省公路里程15.9万公里，其

中高速公路里程达5128公里。 

2025年江苏省二级及以上公路里程占

比达29.5%；乡镇一级及以上公路覆盖

率达到96%，高速公里达到5500公里，

实现路网畅达化、养护现代化、治理高

效化、服务优质化四大发展目标。 

铁

路 

设区市全部开通动车，12个设区市通高铁。铁路营业

里程4623.2公里，其中高速铁路里程2541.4公里。 

2025年预计铁路运营里程超过5200公

里，高速铁路里程约3000公里，覆盖所

有设区市和90%左右县（市）。 

航空 

全省拥有 9 个民航运输机场，8 个 A1 级通用机场，

民航运输机场全部实现一类口岸开放，密度达到每

万平方公里 0.9 个，居全国前列。 

2025年预计全省机场客、货运保障能力

分别达到1.2亿人次和250万吨，A1类通

用机场达到10个，通用航空飞行服务站

达到2个。 

水运 

内河航道总里程约 2.4 万公里、约占全国 1/5，等级

航道里程 8814 公里、约占全国 1/7，里程和密度均

居全国之首。拥有港口生产性泊位 6695 个、万吨级

以上泊位数 584 个、2 亿吨大港 7 个、港口综合年通

过能力达 28.1 亿吨、年吞吐量 35.1 亿吨。 

江苏省2025年预计沿江沿海铁路进港

的重点港区数量达到9个；港口吞吐量、

外贸吞吐量分别达到34.4亿吨、6.8亿

吨。 

资

源 

矿产资

源 

江苏省有色金属类、建材类、膏盐类、特种非金属类

矿产较为丰富，其中铌钽矿、含钾砂页岩、泥灰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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禀

赋 

凹凸棒石粘土、二氧化碳气等矿产查明资源储量居

全国前列。 

旅游资

源 

江苏共有国家5A级旅游景区26家、国家4A级旅游景

区235家，国家5A级旅游景区数量位居全国第一。

2023年，江苏省全年境内外游客9.4亿人次，比上年

增长81.2%；旅游总收入12022.7亿元，增长45.7%。 

清洁能

源 

江苏省2023年海上风电装机规模超过1100万千瓦，

占全国海上风电总装机的37%以上，位居全国第一。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人口保持净流入，城镇化率显著高于全国水平。截至 2023 年底，江苏省常住人

口 8526 万人，较上年末增加 11 万人，人口保持净流入。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

75.0%，比上年末提高 0.6 个百分点，显著高于全国城镇化率（66.16%）。 

经济总量大，GDP 及人均 GDP 排名处于全国前列。2023 年，江苏省完成地区

生产总值 128222.2 亿元，均稳居全国第二位；按不变价格计算，GDP 增速为 5.8%，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23 年，江苏人均 GDP 为 15.05 万元，在全国排名第三、省域

第一。2024 年 1－6 月，江苏省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63326.3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

同比增长 5.8%。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江苏省及全国统计公报、统计年鉴整理 

图 1 江苏省 GDP、GDP 增速及全国 GDP 增速 

 

表 2  2021－2023 年及 2024 年 1－6 月江苏省主要经济数据 

项目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1－6 月 

GDP（亿元） 116364.2 122875.6  128222.2 63326.3 

GDP 增速（%） 8.6  2.8  5.8 5.8 

人均 GDP（元） 137039 144390  150487 / 

城镇化率（%） 73.94 74.40   7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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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代表数据未获取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江苏省形成了以化工、机械、汽车、纺织及电子产业主导的工业体系格局，产业

结构完备。近年来，江苏省产业结构保持稳定，2023 年，江苏省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

的 4.0：45.5：50.5 调整为 4.0：44.4：51.6。分产业看，2023 年，江苏省第一产业增

加值 5075.8 亿元，增长 3.5%；第二产业增加值 56909.7 亿元，增长 6.7%；第三产业

增加值 66236.7 亿元，增长 5.1%。 

2023 年，江苏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6%。分经济类型看，国有企

业增加值增长 6.4%，股份制企业增长 11.2%，民营企业增长 11.6%，外商及港澳台商

投资企业增长 0.8%。分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增长 8.8%，制造业增长 7.6%，电力、

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7.3%。全年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8%，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 53.4%。分行业看，汽车、电气机械、铁路船舶

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5.9%、15.9%、15.2%。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相关产品产量

增长较快，其中新能源汽车、汽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太阳能电池、智能手机、服务

器产量分别增长 46.3%、18.7%、45.6%、48.9%、9.8%。 

产业发展方面，2023 年 6 月，江苏省印发《加快建设制造强省行动方案》（以下

简称“方案”），方案明确要求到 2035 年，江苏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 5%以上，率

先建成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新型工业化；方案部署 16 个先进制造业集群和 50 条

产业链的“1650”产业体系建设；其中，16 个先进制造业集群包括：1.新型电力和新

能源装备集群、2.工程机械和农业机械集群、3.物联网集群、4.高端新材料集群、5.高

端纺织集群、6.生物医药集群、7.新型医疗器械集群、8.集成电路与新型显示集群、9.

信息通信集群、10.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集群、11.高端装备集群、12.高技术船舶

和海洋工程装备集群、13.节能环保集群、14.绿色食品集群、15.核心软件集群、16.新

兴数字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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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江苏省统计公报、统计年鉴整理 

图 2  江苏省三产结构及占比 

 
 

“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对江苏省经济、社

会、文化发展起到了重大推进作用。 

根据《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江苏省作为国内众多产业循环发起点和联结点，是我国融入国际循环重要通道和有力

支点。江苏省实体经济发达、科技水平高、人才资源富集，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产业体

系和全国规模最大的制造业集群，具有开放和创新先发先行优势；“一带一路”建设、

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对江苏省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起到了重大

推进作用。 

2023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的《关于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若干政

策措施的意见》中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根本上依赖于长江流域高质量的

生态环境，要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主动力，积极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加强区域创

新链融合，大力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江苏坚定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1

文中提到江苏地处长江下游，沿江 8 个设区市承载了全省 6 成人口、7 成投资、8 成

经济总量、9 成进出口，长江江苏段以长江 1/7 的通航里程，承担起超过全线 70%的

货运量，江苏省扎实推进长江江苏段生态环境系统保护修复，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

积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取得积极成效。 

                                                 
1
 该文发表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2023 年“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增刊中，作者为江苏省省长许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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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近年涉及江苏省发展的重要政策或相关进展 

政策提

出时间 
相关部门 相关文件/进展 主要内容 

2021 年 
江苏省人

民政府 

《江苏省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坚突破，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优化人

才培养开发体系，大力引进集聚高端人才；率先建成全国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实施“壮企强企”工程，提高产业链供应

链现代化水平；深化东西双向开放、建设数字江苏、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深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统筹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升

人口素质、推动共同富裕、推进美丽江苏建设、发展先进文化、

深化改革、聚焦民主法治建设。 

2021 年 
国家发展

改革委 

《江苏沿海地区发

展规划（2021—

2025 年）》 

到 2025 年，江苏沿海地区综合实力稳步提升，经济和人口集聚

能力进一步增强，产业创新能力大幅提升，一体化发展深入推

进，生态环境呈现新面貌，双向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长三角地

区改革开放成果在江苏沿海地区复制推广。 

2023 年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江苏

省国土空间规划

（2021—2035

年）》的批复 

江苏省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

是支撑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区域重大战

略实施的重要地区。构建支撑新发展格局的国土空间体系，深

度融入上海大都市圈，下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先手棋，发挥

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中的引领示范作用，打造国内国际双

循环的战略支点。严格河湖水域空间管控，保护重要滨海湿地，

提升生物多样性，加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2024 年 

江苏省人

民政府新

闻办公室 

“发展新质生产

力，建设制造强

省，助推中国式现

代化江苏新实践”

专场新闻发布会 

江苏省聚焦群链协同，全面加强“1650”产业体系建设、聚焦着

力提升产业科技创新水平、聚焦数智赋能，持续深化“智改数转

网联”行动、聚焦壮企强企，深入实施企业梯度培育计划。2024

年 1—7 月，江苏省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2%，位居

东部大省前列，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全国工业经济稳增长

发挥了“挑大梁”作用。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2．江苏省财政实力及债务情况 

2023 年，江苏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稳定增长，规模稳居全国（不含台湾省）第

二位，且质量及自给率较高。政府性基金收入规模有所下降，但仍对综合财力贡献大，

江苏省整体财政实力强。江苏省政府负债率及债务率在全国处于低水平，政府债务负

担轻。 

 
表 4  2021－2023 年及 2024 年 1－6 月江苏省主要财政数据 

项目 2021 年 2023 年 2023 年 2024 年 1－6 月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亿元） 10015.16 9258.88 9930.18 5775.04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 10.6 1.5 7.3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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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收入（亿元） 8171.30 6803.22 7976.99 4282.77 

税收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 81.59 73.50 80.33 74.16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亿元） 14585.26 14903.19 15242.27 7079.86 

财政自给率（%） 68.67 62.13 65.15 81.57 

政府性基金收入（亿元） 13632.95 11478.58 10316.13 2268.77 

上级补助收入（亿元） 2125.10 2780.88 2858.14 / 

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亿元） 18963.76 20694.05 22732.83 / 

地方政府债务率（%） 73.58 87.96 98.39  / 

地方政府负债率（%） 16.30 16.84 17.73  / 

注：1. 地方政府债务率=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综合财力*100%；2. 地方政府负债率=地方政府债务余额/GDP*100%；

3.“/”代表数据未获取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江苏省整体政府债务负担在全国处于低水平。2023 年，江苏省地方政府债务率

（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综合财力*100%）和地方政府负债率（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GDP*100%）分别为 98.4%和 17.73%，在全国（不含台湾）分别排名第 3 和第 1（债

务负担由低到高排名）。 

 
资料来源：各省市自治区财政厅、联合资信整理 

图 3  2023 年全国各省市（不含台湾）地方政府债务率与地方政府负债率 

 

二、 江苏省各地级市经济及财政状况 

1．江苏省各地级市经济实力 

江苏省各地级市在经济、人口及产业和上市公司分布等方面相对不均衡。2023 年，

江苏省各地级市经济均实现不同程度增长，GDP 增速同比提升，苏北地区 GDP 增速

整体高于苏中和苏南地区。上市公司产业分布中，电子半导体主要集中在苏南地区，

机械制造和化工分布较为广泛。 

江苏省共辖 13 个地级市，按区域地理位置分为苏南五市（南京市、苏州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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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市、常州市、镇江市）、苏中三市（南通市、扬州市和泰州市）和苏北五市（徐州市、

连云港市、淮安市、盐城市、宿迁市）。 

 

图 4  江苏省政区图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 

 

产业分布方面，江苏省国家级产业园区及存量上市企业主要分布于苏南地区，苏

州市数量具有优势显著。上市公司产业分布中，电子半导体主要集中在苏南地区，机

械制造和化工分布较为广泛。江苏省拥有 1 个国家级新区、18 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苏州工业园享受国家高新区同等政策）、27 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主要

分布于苏南地区，其中苏州市国家级高新区及经开区数量具有显著优势。截至 2024 年

9 月底，江苏省含主板、创业板、科创板、北证所合计 696 家上市公司，其中：苏州

市、南京市、无锡市占比分别为 31.32%、17.82%、17.82%，连云港市、宿迁市、淮安

市、盐城市合计占比 5.03%。从上市公司新增情况来看，2024 年 1－9 月，江苏省合

计新增上市公司 11 家，其中苏州市新增 3 家、南京市新增 1 家、无锡市新增 2 家、

南通市新增 1 家和常州市新增 4 家。从上市公司行业分布看，半导体上市公司主要集

中在苏州市及无锡市，汽车零配件主要集中在苏州市、无锡市和常州市，电子元件及

设备主要集中在苏州市，电工电网主要集中在苏南地区，机械制造和化工上市公司分

布较为广泛，苏北地区上市公司化工行业分布较集中。 

 

表 5  江苏省产业分布情况 

片区 地级市 主要上市公司行业分布 
上市公

司数量 
国家级新区/高新区/经开区 

苏南 南京市 
电工电网、电子元件及设备、工业

机械、软件 
124 

江北新区、南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江宁经济技术开

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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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市 
电子元件及设备、半导体、工业机

械、化工原料、汽车零部件 
218 

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苏州工业园

区、昆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常熟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昆山经济技术开发

区、常熟经济技术开发区、太仓港经济

技术开发区、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吴中经济技术开

发区、浒墅关经济技术开发区、相城经

济技术开发区 

 

无锡市 
半导体、电工电网、汽车零部件、

工业机械、精细化工 
124 

无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江阴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锡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宜兴经济技术开发区、无锡惠山经济技

术开发区 

常州市 
半导体、电工电网、电子元件及设

备、汽车零部件、工业机械 
72 

常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武进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 

镇江市 化工原料、精细化工 21 
镇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镇江经济技

术开发区、 

苏中 南通市 工业机械、纺织服装 51 

南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通经济技

术开发区、海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海门

经济技术开发区、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 

 扬州市 汽车零部件、制药 16 
扬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扬州经济技

术开发区 

 泰州市 
电子元件及设备、化工原料、汽车

零部件 
19 

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靖江经

济技术开发区 

苏北 

徐州市 工业机械 16 
徐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徐州经济技

术开发区 

连云港

市 
制药 12 

连云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连云港经

济技术开发区 

淮安市 化工原料 5 
淮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淮安经济技

术开发区 

盐城市 化肥农药 7 
盐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盐城经济技

术开发区 

宿迁市 化工原料 11 
宿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宿迁经济技

术开发区、沭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注：行业根据 wind 主题行业划分；表中上市公司行业分布仅列示主要分布；国家级新区/高新区/经开区未涵盖

保税区和自贸区；上市公司数量时间截点为 2024 年 09 月 30 日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从 GDP 规模来看，江苏省各地级市经济实力分化明显。2023 年，苏州市、南京

市、无锡市、常州市、南通市 5 个地级市 GDP 总量均超过万亿元，占全省经济总量

的比重超 60.00%，受其影响，苏南地区 5 个地级市经济总量占全省的 56.54%，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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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3 个地级市经济总量占全省的 20.14%，苏北地区 5 个地级市经济总量占全省的

23.33%。从 GDP 增速看，2023 年江苏省各地市 GDP 增速均较 2022 年有所提升，苏

北地区 GDP 增速整体高于苏中及苏南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及外贸进出口等领域同比

明显增长，带动连云港市增速超过 10.00%，为全省最高。人均 GDP 方面，苏南地区

人均 GDP 明显高于苏中及苏北地区，其中无锡市人均 GDP 超过 20 万元，为全省最

高；宿迁市、徐州市及连云港市人均 GDP 低于 10 万元，其中宿迁市最低，为 8.84 万

元。三产结构分布方面，苏南地区二三产业占比明显高于苏中及苏北及地区，二三产

业集聚带来的常住人口吸附效应明显，城镇化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表 6  2023 年江苏省各地级市 GDP、人口等情况 

片区 地级市 
GDP 

（亿元） 
GDP 增

速（%） 

人均 GDP

（万元） 

常住人口

（万人） 

城镇化率

（%） 
三次产业结构 

苏南 

南京市 17421.4 4.6 18.30 954.70 87.20 1.8:34.0:64.2 

苏州市 24653.4 4.6 19.06 1295.8 82.48 0.8:46.8:52.4 

无锡市 15456.19 6.0 20.63 749.50 83.31 0.9:47.7:51.4 

常州市 10116.36 6.8 18.84 537.50 78.51 1.8:48.0:50.2 

镇江市 5264.07 6.3 16.33 322.60 80.7 3.2:47.6:49.2 

苏中 

南通市 11813.3 5.8 15.30 774.9 72.6 4.4:48.5:47.1 

扬州市 7423.26 6.0 16.19 458.5 72.79 4.5:47.3:48.2 

泰州市 6731.66 6.8 14.94 450.70 70.08 5.1:48.4:46.5 

苏北 

徐州市 8900.44 7.1 9.87 902.00 67.6 8.7:40.7:50.6 

连云港市 4363.61 10.2 9.49 459.40 64.00 10.0:46.1:43.9 

淮安市 5015.06 7.8 11.03 453.80 67.70 9.2:40.4:50.4 

盐城市 7403.9 5.9 11.07 789.1 66.27 11.0:40.3:48.7 

宿迁市 4398.07 7.8 8.84 497.75 65.00 8.9:44.1:47.0 

注：上述数据均取自各地级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保留小数位数与公开披露数值保持一致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2．江苏省各地级市财政实力及债务情况 

（1）财政收入情况 

江苏省地级市财政实力相对不均衡，整体分化明显。2023 年各地级市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同比均有所增长，整体质量较高；受房地产市场低迷影响，除镇江市、连云

港市及盐城市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增长外，其他地级市政府性基金收入均有不同程度

下降；上级补助方面，苏北地区地级市获得上级补助规模普遍高于苏中及苏南地区地

级市。 

2023 年，江苏省各地级市均同比实现增长。苏南地区方面，2023 年，苏州市、

南京市及无锡市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均超千亿元，其中苏州市超过2400亿元，



 

www.lhratings.com  研究报告 12 

镇江市在苏南地区排名末位仅 320.71 亿元；苏中地区方面，南通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最高，为 680.20 亿元，扬州市排名末位为 347.60 亿元；苏北地区财政实力相对偏弱，

均在 600 亿元以下，其中徐州市相对较强，2023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545.96 亿元，

连云港市不足 300 亿元，仅为 256.02 亿元。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变动看，2023 年，

江苏省各地级市均同比实现增长，南通市、连云港市及宿迁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

均在 10%以上；受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基数大的影响，南京市、苏州市及无锡市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增速较其余地级市偏缓。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构成方面，2023 年，江苏省各地市税收收入在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中占比均超过 70%，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质量及稳定性较高；苏南地区除镇江市外，

其余地市税收占比均超过 80%，常州市最高，超过 85%；苏中地区，扬州市及南通市

超过 75%，泰州市最低，为 70.03%；苏北地区中，除盐城市外，各地市税收占比均超

过 75%，其中宿迁市最高，为 79.59%。 

从自给率水平看，2023 年，南京市、苏州市及无锡市财政自给率保持在 85%以

上，苏州市财政自给率仍为全省最高，为 93.72%；泰州市、镇江市、南通市及徐州市

财政自给率超过 50%，其余地市财政自给率均低于 50%，其中盐城市财政自给率仅为

39.30%。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图 5  各地级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单位：亿元） 

 

政府性基金收入方面。江苏省各地级市政府性基金收入仍以土地出让收入为主，

受房地产市场低迷等因素影响，除镇江市、连云港市及盐城市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增

长外，其他地级市政府性基金收入均有不同程度下降，其中南京市和苏州市下降幅度

较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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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图 6  各地级市政府性基金收入情况 

 

苏北地区地级市获得上级补助规模普遍高于苏南及苏中地区。从上级补助收入规

模来看，2023 年，苏北地区地级市获得上级补助规模及在综合财力中的占比普遍高于

苏中及苏南地区，其中盐城市获得上级补助超过 700 亿元，上级补助收入占综合财力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上级补助收入）比重最大。 

 
注：苏州市、泰州市及盐城市未披露上级补助收入数据，本表使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减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替代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各地级市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报告整理 

图 7  2023 年江苏省各地级市综合财力构成情况（单位：亿元） 

 

（2）债务情况 

债务方面，2023 年，江苏省各地级市政府债务余额同比均保持增长，除南京市及

连云港市外，各地市政府负债率均有所上升，其中镇江市政府负债率和债务率均为全

省最高。江苏省各地市根据自身具体情况为化解债务风险做出积极应对措施，严控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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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风险。 

2023 年，江苏省各地级市政府债务余额均同比保持增长，政府负债率除南京市及

连云港市外其余地级市均有所上升；镇江市政府负债率超过 45%，为省内最高；苏州

市政府负债率低于 10%，其余地市政府负债率介于 10%至 25%。债务率方面，镇江市

政府债务率超过 280%，在江苏省内最高；南通市、扬州市及宿迁市 2023 年债务率均

超过 100.00%，其余地市政府债务率均控制在 100.00%以下，介于 75%至 95%；苏州

市债务率为全省最低，为 50.87%。 

 
注：苏州市、泰州市及盐城市未披露上级补助收入数据，本表使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减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替代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各地级市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报告整理 

图 8  江苏省 2023 年各地级市政府债务率与政府负债率情况 

 

根据《关于江苏省 2023 年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4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2024 年，

江苏省严格落实一揽子化债方案，加大存量隐性债务化解力度，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

务，健全完善债务监测体系和风险预警处置机制。 

根据《关于江苏省 2023 年省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江苏省在全国率先开发上

线地方债务综合监管系统，一体推进政府债务、隐性债务和融资平台经营性债务全口

径管理，推动重点地区化解存量隐性债务，2023 年全省隐性债务化解超额完成年度任

务。支持市场经营能力较强的融资平台转型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推动

融资平台进一步优化债务结构，降低债务成本。 

根据《关于江苏省2024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江苏省按照“省负总责、

市县尽全力化债”原则，组织编制涵盖法定债务、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融资平台经营

性债务风险防控的一整套化债方案，上报国务院并获得批复。 

除省政府提出一系列政策要求及管理办法外，江苏省各地市根据自身具体情况为

化解债务风险做出积极应对措施，其中镇江市在《镇江市 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

提出严控平台公司经营性债务增幅，压减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90 个以上。盐城市财政



 

www.lhratings.com  研究报告 15 

局办公室2024年工作布局中提到推动政府性债务“双降”、全面加强平台债务管理、

积极用好金融支持化解平台债务风险政策，持续优化债务结构、降低融资成本。南通

市政府《关于南通市市级政府债务管理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中指出在管好政府债务

的同时，加强隐性债务和平台公司经营性债务监督，严把债务源头管控、成本管控、

政策管控，加强债务常态化监测和风险预警。 

三、 江苏省城投企业偿债能力 

1．江苏省城投企业概况 

江苏省城投债存量规模大，发债城投企业数量多；发债城投企业主体信用级别以

AA 及 AA+级为主，行政层级主要集中于区县级及园区；其中南京市、苏州市、常州

市、无锡市等经济财政实力较强的区域以区级和园区城投企业为主；苏南与苏北地区

发债城投企业主体信用等级分化较为明显。 

截至 2024 年 6 月底，江苏省内有存续债的城投企业共 600 家（含母子公司），其

中省级城投企业 1 家，市级城投企业 88 家、区级城投企业 176 家、县/县级市城投企

业 151 家，园区级2城投企业 183 家，镇级城投企业 1 家；从级别分布看，截至统计

日，主体级别为 AAA 的城投企业共 58 家，AA+的城投企业共 203 家，AA 的城投企

业共 326 家，AA-和 A+的城投企业各 1 家，无主体评级城投企业 11 家。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图 9  江苏省城投企业行政级别分布情况       图 10 江苏省城投企业主体级别分布情况 

 

从地区分布看，江苏省存续城投债的城投企业主要集中在苏南地区，其中苏州

市、南京市和无锡市城投企业数量分别为 85 家、71 家和 59 家；苏中地区南通市城

投企业数量较多，为 63 家；苏北地区发债城投企业主要集中于盐城市及徐州市，分

别为 57 家和 49 家。江苏省省属存续城投债的城投企业仅江苏省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2
 含江北新区，由于国家级新区数量少，未单独列示行政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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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家。 

从各地市城投企业行政层级分布看，淮安市以地市级城投企业为主，占比为

36.67%。徐州市、盐城市、南通市、扬州市和镇江市以县级城投企业为主，占比分别

为 40.82%、40.35%、38.10%、37.14%和 36.36%。常州市、南京市和无锡市区级城投

企业占比较高，占比分别为 58.14%、46.48%和 35.59%。苏州市、泰州市、南京市和

无锡市园区城投企业占比较高，占比分别为 47.06%、37.78%、36.62%和 35.59%，其

中苏州工业园区、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南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江宁经济技术开

发区等的综合实力均位居我国同类园区前列。 

 

注：按各地级市城投企业数量降序排列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图 11  各地市城投企业数量及行政层级分布情况 

 

从各地市城投企业主体级别分布看，苏州市和南京市城投企业中主体评级为

AAA 的占比分别为 21.18%和 18.31%；常州市、南通市和苏州市城投企业中主体评级

为 AA+的占比分别为 44.19%、41.27%和 38.82%，其中苏州市园区的发债城投企业数

量较多，园区经济财政实力普遍较强，对发债城投企业信用水平起到较好的支撑作用；

盐城市、镇江市、扬州市、泰州市和宿迁市的城投企业中主体评级为 AA 的占比均超

过 60.00%，其中宿迁市城投企业中主体评级为 AA 的占比达 76.19%。高信用级别城

投企业主要集中在苏南地区，苏南地区与苏北地区信用等级分化较为明显，呈现“南

高北低”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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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按各地级市城投企业数量降序排列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图 12  各地市城投企业主体级别分布情况 

 

从级别迁徙来看，2024 年 1－9 月，江苏省城投企业主体信用级别变动均为上调，

主体信用级别上调城投企业合计 6 家，其中从 AA+上调至 AAA 共 3 家，分别为苏州

市（均为昆山市）2 家和连云港市 1 家；AA 上调至 AA+共 3 家，南京市、无锡市和

淮安市各 1 家，调整理由包括股东注资、资产划拨、业务重要性及经营业绩显著提升

等。 

2．江苏省城投债发行及存续情况 

江苏省城投债发行及存续规模大，主要集中于苏南地区，其中南京市存续规模最

大，宿迁市最小；从债券发行来看，2023 年以来，江苏省城投债发行期限以中长期

为主，2024 年上半年债券期限进一步拉长；从发行成本看，2024 年上半年城投债发

行利差整体持续下降，盐城市城投债发行利差相对较高；从债券净融资来看，2023 年

江苏省城投债净融资规模同比增长，2024 年上半年债券融资转为净流出。 

2023 年江苏省城投企业发行债券 2512 支，发行规模合计 13590.32 亿元，同比增

长 18.92%。从期限分布看，1 年及以下、3 年期、5 年期分别占比 36.43%、34.56%和

1.75%，其他发行期限占 27.26%；整体发行期限以中长期为主。从地市分布看，南京

市城投债发行规模最大（2412.20 亿元），为唯一超过 2000.00 亿元地市；苏州市城投

债发行规模为 1814.24 亿元；两地市发行合计占全省的比重为 31.10%；其次为南通

市、无锡市、泰州市、常州市，城投债的发行规模均超过 1000.00 亿元；徐州市、盐

城市、镇江市、淮安市及扬州市城投债发行规模均超过 500.00 亿元；连云港市及宿

迁市发行规模低于 500.00 亿元，其中宿迁市仅为 247.04 亿元，城投债发行规模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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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上半年，江苏省城投企业发行债券 1299 支，发行金额合计 6850.17 亿元，

分别相当于 2023 年全年的 51.71%和 50.40%。发行期限仍以中长期为主，3 年期及 5

年期债券发行占比分别上升 5.58 个百分点和 11.74 个百分点，债券期限有所拉长，中

长期债券规模占比进一步上升。南京市及苏州市仍分列前两位，连云港市及宿迁市发

行规模仍较小；各地市 2024 年上半年城投债发行规模相当于 2023 年全年的比重介于

38.16%~84.86%之间，宿迁市、苏州市、南京市、常州市及淮安市上半年城投债发行

规模相当于 2023 年全年的比重均超过 50%，其中宿迁市达 84.86%，发行进度明细加

快；其余地市上半年城投债发行规模相当于 2023 年全年的比重低于 50%，其中镇江

市、盐城市及连云港市低于 40%，发行进度放缓。 

 

图 13  江苏省城投债发行期限情况（单位：%） 

 

图 14  江苏省各地市城投债发行情况（单位：亿元） 

债券净融资方面，2023 年，江苏省城投债净发行 1614.82 亿元，同比增长 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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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市均实现城投债融资净流入，其中泰州市、无锡市及苏州市城投债净发行规模超

过 200.00 亿元，其中泰州市最高；徐州市、盐城市、扬州市及南通市城投债净发行规

模超过 100.00 亿元；其余地市城投债净发行规模均低于 100.00 亿元，其中连云港市、

宿迁市及镇江市均低于 50.00 亿元。 

2024 年上半年，江苏省城投企业债券融资净流出 366.91 亿元；除南京市、苏州

市、宿迁市及扬州市债券融资净流入外，其余地市均为净流出状态，其中无锡市净流

出规模最大。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图 15  江苏省各地市债券净融资情况（单位：亿元 ） 

 

发行利率及利差方面，2024 年上半年，江苏省城投债加权发行利率及利差整体

呈下降趋势。分区域看，盐城市、连云港市、淮安市、泰州市、无锡市、徐州市及扬

州市城投债加权平均发行利率超过全省平均水平，其中盐城市最高，其余地市均低于

全省水平。盐城市、连云港市、淮安市、泰州市、徐州市、镇江市及扬州市城投债加

权平均发行利差超过全省平均水平，其中盐城市最高，其余地市均低于全省水平。整

体看，苏南地区发行成本较苏中及苏北地区优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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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图 16  2024 年 1-6 月城投债发行利率利差情况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图 17  2024 年上半年江苏省各地市城投债发行利率利差情况 

 

截至 2024 年 6 月底，江苏省存续的城投债券规模为 29422.31 亿元，从片区看来，

苏南、苏中及苏北地区城投债券规模占全省的比重分别为 54.61%、22.18%和 23.15%。

分地级市看，南京市及苏州市存续债券规模远大于其他地市，合计占全省的 32.83%；

南通市、常州市、无锡市及泰州市存续规模介于 2000 亿元~3000 亿元；盐城市、徐州

市、淮安市、扬州市及镇江市存续规模介于 1000 亿元~2000 亿元；连云港市及宿迁市

规模较小，均低于 100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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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图 18  江苏省存续城投债按地级市分布情况 

 

3．城投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2023 年底，江苏省城投企业全部债务规模较 2022 年底保持有所增长，债务结构

以银行贷款为主，苏北地区城投企业债务中其他融资比重整体高于苏中及苏南地区。

2023 年以来，江苏省城投企业债务负担持续增长；全省发债城投企业现金类资产对

短期债务的覆盖水平较 2022 年底有所下降；2024 年 6 月底，江苏省各地级市城投企

业短期偿债能力指标表现有所改善。 

截至 2023 年底，江苏省发债城投企业全部债务规模合计 10.03 万亿元，较 2022

年底增长 10.42%。其中，南京市及苏州市为唯二城投企业债务超过万亿元地市，占

全省比重分别为 16.81%和 14.05%；南通市、泰州市、常州市、盐城市、无锡市、扬

州市及徐州市城投企业债务规模均超过 5000.00 亿元；其余地市城投企业全部债务规

模均低于 5000.00 亿元，其中宿迁市最低。从债务结构看，江苏省发债城投企业债务

结构以银行贷款为主，占全部债务比重为 55.85%；债券及其他融资占比分别为 31.21%

和 12.94%。从地级市看，南京市、南通市及苏州市银行贷款占比较高，超过全省平均

水平，其中南京市最高，为 60.68%；宿迁市、常州市、无锡市、泰州市、苏州市、连

云港市、南通市、南京市及徐州市债券融资占比超过全省平均水平，宿迁市最高，为

38.51%；盐城市、淮安市、扬州市、徐州市、镇江市、连云港市及泰州市其他融资占

比超过全省水平，其中盐城市最高，为 21.99%。整体看，苏北地区城投企业债务中其

他融资比重（18.90%）整体高于苏中（13.09%）及苏南地区（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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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其他类型融资为全部债务中除银行贷款、债券外其他融资，主要包括应付票据、长期应付款（不含专项应付

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中除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和一年内到期的应付债券的剩余部分等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图 19  江苏省发债城投企业债务结构情况 

 

债务负担方面，2023 年以来，江苏省发债城投企业整体债务负担持续增长，泰

州市、苏州市、连云港市及南通市全部债务资本化比率超过全省水平。截至 2023 年

底，江苏省发债城投企业全部债务资本化比率为 55.58%，较上年底上升 1.05 个百分

点；2024 年 6 月底进一步上升至 56.56%。分区域看，2022 年至 2024 年 6 月底，除

镇江市以外，其余地级市发债城投企业全部债务资本化率均呈上升趋势，其中徐州市

增幅最大。从各地级市绝对数值来看，2024 年 6 月底，南京市、常州市、泰州市、苏

州市、连云港市及南通市全部债务资本化比率超过全省水平，其中南京市最高，其余

地市全部债务资本化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中镇江市最低。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图 20  江苏省城投企业债务负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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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集中兑付方面，2025 年江苏省城投债到期集中兑付压力尚可。按行权期限

计算，2025 年，江苏省城投企业存续债券到期规模为 10304.39 亿元，占存量债券余

额的 35.02%，集中兑付压力尚可；其中南京市到期规模最大，占全省的 17.97%；宿

迁市、连云港市、扬州市城投债 2025 年到期规模较小，均低于 500.00 亿元。从集中

兑付压力看，镇江市、盐城市、淮安市、泰州市、宿迁市、南通市、连云港市 2025 年

到期债券规模占各自存续债券规模的比重均超过 35%，债券到期较集中；其中镇江市

占比达 52.31%，压力较大；其次为盐城市、淮安市，占比均超过 40%；无锡市、常

州市、扬州市、南京市及徐州市 2025 年到期债券规模占各自存续债券规模的比重低

于 35%；其中无锡市最低，比重为 24.64%，集中到期压力较小。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图 21  江苏省城投债 2025 年到期情况 

 

短期偿债能力指标表现方面，2023 年底，江苏省发债城投企业现金类资产对短

期债务的覆盖水平较 2022 年底有所下降，2024 年 6 月底较 2023 年底回升至 42.55%。

分区域来看，2023 年底，除无锡市、镇江市及常州市外，其余地级市城投企业现金类

资产对短期债务的覆盖水平均不同程度的下降，一定程度反映出城投企业流动性有所

趋紧；其中 2023 年底，连云港市、苏州市、宿迁市、无锡市城投企业现金类资产对

短期债务的覆盖水平超过全省水平；其中宿迁市最高，为 72.18%，泰州市、镇江市、

常州市在各地市中处于较低水平。2024 年 6 月底，江苏省各地级市城投企业现金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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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对短期债务的覆盖水平均较 2023 年底有所改善；除宿迁市及无锡市外，其余地

市城投企业现金类资产对短期债务的覆盖水平均低于 50%。 

 

注：各地市发债城投企业现金类资产=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应收票据  

资料来源：wind，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图 22  2022－2023 年底及 2024 年 6 月底江苏省城投企业现金短期债务比情况 

 

再融资方面，2023 年，江苏省发债城投企业筹资活动现金流净额同比增长 83.73%；

除南京市、宿迁市外，各地市筹资活动现金流净额均保持增长；常州市、连云港市、

南通市、苏州市、泰州市、徐州市及扬州市增幅明显，淮安市筹资活动现金流由净流

出转为净流入；镇江市城投企业筹资活动现金流仍净流出，但净流出规模收窄。2024

年 1－6 月，江苏省城投企业净融资额相当于 2023 年的 58.43%；常州市、连云港市、

南京市、宿迁市城投企业筹资活动现金流净额超过 2023 年全年，镇江市筹资活动现

金流仍为净流出。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图 23  2022－2023 年及 2024 年 1－6 月江苏省城投企业筹资活动现金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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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江苏省各地级市财政收入对发债城投企业债务和到期债券的支持保障能力 

江苏省政府及城投企业债务主要集中在苏南地区，苏北地区债务规模较小；泰州

市、盐城市、镇江市、南京市、淮安市和常州市“（发债城投企业全部债务+地方政府

债务）/GDP”比值相对较高，徐州市、宿迁市、苏州市及无锡市区域债务负担一般；

宿迁市综合财力对“发债城投企业全部债务+地方政府债务”支持保障程度相对其他

地市较高，泰州市、镇江市和南京市综合财力对“发债城投企业全部债务+地方政府

债务”支持保障程度相对其他地市较低。泰州市、镇江市、淮安市、南京市和南通市

2023 年综合财力对 2025 年到期债券的保障程度相对较低。 

江苏省城投企业债务主要集中于苏南地区，其中南京市和苏州市城投企业全部债

务规模较大。从发债城投企业全部债务与“发债城投企业全部债务+地方政府债务”

的比值来看，除镇江市和宿迁市以外，其余地市占比均超过 75.00%，城投企业债务

占比处于较高水平。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图 24  2023 年江苏省各地级市“发债城投企业全部债务+地方政府债务”负担情况（单位：亿元） 

 

从区域债务负担来看，“（发债城投企业全部债务+地方政府债务）/GDP”较高的

地市分别为泰州市、盐城市、镇江市、南京市、淮安市和常州市，比值均超过 100%，

其中泰州市最高；南通市、连云港市及扬州市比值位于 90%~100%；徐州市、宿迁市、

苏州市及无锡市比值位于 60%~85%，区域债务负担一般。 

从各地市政府综合财力对“发债城投企业全部债务+地方政府债务”的支持保障

能力来看，受债务增长影响，各地市 2023 年底政府财力对“发债城投企业全部债务

+地方政府债务”的支持保障能力均较 2022 年底下降。宿迁市“（发债城投企业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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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地方政府债务）/综合财力”比值为 319%，综合财力对“发债城投企业全部债

务+地方政府债务”支持保障程度较其他地市较高；泰州市、镇江市和南京市“（发债

城投企业全部债务+地方政府债务）/综合财力”比值高于 600%，综合财力对“发债

城投企业全部债务+地方政府债务”支持保障程度较其他地市较低；其余地市“（发债

城投企业全部债务+地方政府债务）/综合财力”的比重介于 350%~600%。 

从江苏省各地市城投企业 2025 年到期债券规模占综合财力的比重看，泰州市

2025 年到期债券占 2023 年综合财力比重超过 70%，镇江市、淮安市、南京市和南通

市 2025 年到期债券占 2023 年综合财力比重超过 50%，综合财力对当地城投企业 2025

年到期债券的支持保障程度相对较低；宿迁市和无锡市 2025 年到期债券占 2023 年综

合财力比重低于 30%，综合财力对当地城投企业 2025 年到期债券的支持保障程度较

高，其余地市 2025 年到期债券占 2023 年综合财力比重介于 30%~50%，综合财力对

当地城投企业 2025 年到期债券的支持保障程度尚可，整体债券兑付风险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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