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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四川地处我国西南部长江上游，西依青藏高原，东接湘鄂西山地，南临云贵

高原，地貌复杂多变、自然资源丰富、历史文化悠久、少数民族聚集，素有“天

府之国”的美誉。大山大江哺育下的四川依托资源禀赋优势、“三线建设”奠定的

产业基础、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机遇，经济发展呈现出较强的“拼劲”、“韧劲”。

2021 年四川 GDP 逼近 5.4 万亿元，位居全国第六、西部第一，为全国经济

大盘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复杂的地貌也带来了艰险的交通条件和省内发展不

平衡的特征：位于四川盆地的省会成都作为四川的金名片，是四川发展的主

要增长极，以全省四分之一的人口贡献了省内近四成的经济总量。自然地理、

产业政策等因素引导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向蓉城集中，导致四川省内发

展失衡问题较为突出。也因此，四川省的财政具有鲜明的特点，集中表现为：

省级财政相对集权、中央净补助规模大、制造业创造税收占比低、大部分地

市财政自给率低、对土地财政依赖度高、部分地市债务风险较大等。 

在当前东部地区产业链加快向中西部转移、碳达峰碳中和加快水电等清洁能

源发展、人才回流的背景下，四川经济正焕发新的活力。一是四川迎来“一带

一路”建设、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

深入实施的历史机遇，有望加快对外推动进出口贸易、对内承接东部地区产

业转移。二是四川地势起伏落差大、水电资源丰裕，同时锂辉石矿、稀土、

天然气等资源富饶。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四川作为清洁能源大省的优势将

进一步上升，并吸引清洁能源绿色化工、新能源汽车装备制造投资，为四川

发展增添新的动力。三是经济产业带动、公共服务水平提升、生活成本相对

较低使得人才回流，进一步巩固四川发展基础。 

但机遇之下四川经济财政也存在隐忧：一是成都作为“一干多支”的主干，首位

度过高、虹吸效应明显。四川缺乏副中心城市，难以形成多点带动经济推进

共同富裕。二是近年以成都为代表的部分地市大力推进都市圈建设与交通基

建，发展较为依赖城投平台融资、部分地市隐性债务化解压力较大。三是 2021

年巴中、南充等部分地市专项债务付息支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比重已达到

7.4%和 6.4%。随着房地产进入下行周期、土地出让收入下滑，政府性基金

收入对专项债务利息的覆盖能力进一步下降，或触发财政重整条件。事实上，

早在 2018 年四川省资阳市下辖的雁江区、安岳县两地曾因债务风险突出启动

财政重整，影响当地政府运转。 

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需突破制约经济活力因素，推动构建

新发展格局与实现共同富裕。短期来看，面对部分地区财政重整风险上升的

挑战，应在加强省级统筹的基础上，通过展期、债务重组、债务置换、盘活

存量资金等方式，缓解债务付息压力，并通过节支进一步巩固成果。中长期

来看，四川应充分发挥财政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引导作用，发掘地方

特色经济、大力改善营商环境、推动当地产业转型、持续吸引人口流入来优

化税基进而提高财政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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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疫情反复；经济恢复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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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川省财政体制与税源结构概况 

根据《中国税务年鉴 2021》《四川统计年鉴 2021》分析四川省财政体制和税源结构，

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从对全国财政的净贡献来看，四川省对中央创造的税收收入规模处于上游水

平，但因人口、粮食、环境等因素，其接受的中央补助规模大，使得四川对中央财政人

均净贡献位居全国倒数第二，需要中央净补助。作为人口大省、农业大省、水利大省和

多民族大省，四川对于我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环境安全、民族团结具有重要作用，

中央对四川的转移支付规模常年位居全国 31 省份第一，2021 年中央对四川转移支付规

模达到 5503 亿元。采用地方创造的中央级税收收入及上解中央支出-地区接受的中央返

还性收入来衡量地方对中央财政净贡献，尽管 2020 年四川对中央财政贡献税收收入达

到 2764 亿元、位居全国第七，但考虑到中央对四川的转移性收入后，四川对中央财政

净贡献为-3012 亿元，接受净补助规模仅次于黑龙江（3015 亿元）。进一步考虑人口因

素后，中央财政对四川省人均净补助为 3601 元，人均净补助并未明显偏高，处于全国

中等水平。 

第二，从省以下财政体制来看，由于四川省内经济发展不平衡，需要省级财政加大

统筹支持力度，故省级收入占比偏高，市县留存收入占比偏低。从主体税种来看，除金

融保险业之外，四川省地方政府能留存的 50%增值税部分，省与市、扩权县（不含民族

自治县和民族待遇县）分享比例为 35：65，即四川省创造的增值税在中央、省本级、地

市及以下分配的比例为 50%、17.5%、32.5%。金融保险业增值税在中央、省本级、地

市及以下分配的比例为 50%、25%、25%。企业所得税方面，地方分享的 40%部分，四

川省与市、扩权试点县（市）同样按 35：65 的比例分享，即企业所得税在中央、省本

级、地市及以下的分配比例为 60%、14%、26%。在全国来看，四川省财政体制属于集

权型。2021 年四川省省级、市级、县级及以下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比分别 18.5%、17.8%

和 63.7%。值得注意的是，在二次分配时，省政府以转移支付的形式将财力下沉到市县

级政府。同时，为保障部分地区财政工作开展的自主性，四川省本级暂不参与阿坝州、

甘孜州、凉山州、民族自治县和民族待遇县非金融保险业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收收

入分享。 

从支出来看，四川省支出责任与财力基本匹配，下沉至县级政府，结构偏向民生领

域，教育支出占比最大。从支出层级来看，与收入相对应，2021 年四川省省级、地市级、

县级及以下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比分别为 18.6%、17.4%和 64%。从支出结构来看，

2021年四川省财政在社会保障和就业、教育、农林水支出占比居前，分别为19.3%、15.4%、

11.9%。除在各级政府占比均偏高的教育支出外，四川省本级在社会保障和就业上的支

出占比最高，达到 52.4%。 

第三，四川是制造业大省，但仍面临产业层次偏低、传统资源型和原材料工业以及

重化工业占比较大等问题，制造业创造税收占比仅略超两成。“发展较快、规模壮大、配

套完善、潜力较足”是四川制造业的典型特征。近年来，四川省着力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积极布局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培育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饮料、先进材

料、能源化工五大万亿级支柱产业，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构建具有四川特色优势的现代

产业体系。但与广东、浙江等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当前四川仍面临产业层次偏低、传统

资源型和原材料工业以及重化工业占比较大等问题。反映到财政上，则是 2020 年制造

业创造税收占比仅为 22.2%，不仅远低于东南地区经济大省，还低于贵州、云南、广西

等西部省份。进一步细分来看，酒饮类制造业、烟草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传统

制造业是纳税主力，三个行业合计创造税收占制造业比重达到 42.7%。此外，作为水电

资源大省，四川省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创造税收占比位居全国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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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4.1%，仅次于内蒙古、青海和云南。 

第四，从税种来看，四川省创造的税收收入主要来源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消费

税、个人所得税、契税五大税种。增值税是四川的第一大税种，2020 年增值税贡献了四

川创造的税收收入的 40.0%，企业所得税、消费税、个人所得税、契税占比分别为 22.2%、

8.2%、5.9%、5.3%。值得注意的是，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四川创造的增值税和个人

所得税占比明显偏低，反映出四川当前产业附加值相对较低、居民收入偏低的特点。 

二、四川财政形势：“一干多支”格局明显，土地财政依赖度高 

第一，四川财政收入总量稳居全国前列，但人均财政收入靠后。其中，省会成都一

枝独秀，财政收入占比超三成。2021 年四川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4773.2 亿元，位列

全国第 7 名。但考虑人口因素后，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5701.8 元，位列全国第 21

名。从地市看，省会成都作为“一干多支”发展战略的主干，凭借地理优势、人才优势、政

策优势成为省内当之无愧的“领头羊”，2021 年成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 1697.9 亿元，

该规模不仅是省内第二名宜宾市（251.2 亿元）的 6.8 倍，还约为省内第二至第十一名之

和。除成都、宜宾外，其余 19 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在 30-190 亿元之间，差距相对不

大。 

第二，四川整体财政收入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全省税收占比不足七成。2021 年四

川省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69.9%，排名全国 17，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5.4 个百分点。分地市来看，四川省所有地市税收收入占比均在 75%及以下，其中成都

（75.0%）、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69.1%）、雅安（67.3%）、甘孜藏族自治州（65.3%）

位列全省前四。 

第三，四川财政自给率处于全国中下游水平，同时省内两极分化严重，仅成都财政

自给率超过 75%，而阿坝州、甘孜州财政自给率均低于 15%，较为依赖转移支付。2021

年四川省财政自给率为 42.6%，排名全国第 18 名。其中，成都财政自给率达到 75.9%，

远高于第二名攀枝花市的 52.4%，其余各地市财政自给率均低于 50%。位于川西北经济

生态区的阿坝州、甘孜州海拔较高、地形险峻、经济发展基础较差，导致其财政自给率

在省内排名倒数，分别为 10.2%、11.3%。从区县来看，2021 年已公布数据的 178 个区

县中，5 个财政自给率高于 100%的区县均位于成都市。27 个区县财政自给率低于 10%，

除了通江县位于巴中市（8.7%）外，其余 26 个区县均位于阿坝州、甘孜州，其中甘孜

州的炉霍县、石渠县、阿坝州的壤塘县排倒数前三，财政自给率分别低至 2.8%、2.6%

和 1.6%，对转移支付依赖度极高。 

第四，四川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规模及对土地财政依赖度均位列全国前列，其中成

都平原经济区作为省内高水平区域发展共同体，贡献了省内近七成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收

入，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较高。2021 年四川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达到 4951.5 元，位

居全国第 5，并大幅领先于第六名的湖北（3912.9 亿元）。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来近似衡量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2021 年四

川对土地财政依赖度达到 50.9%，位居全国第 8 名。 

分区域来看，成都平原经济区 2021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达到 3417.1 亿元，占全

省收入比重达到 69%。其中，成都作为近年来人口流入的新一线城市，常住人口达到 2119

万人，规模仅次于重庆、上海、北京。省内相对发达的经济与持续流入的人口推动成都

政府性基金收入快速增长，2021 年成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达到 2183.4 亿元，占全省

比重达到 44.1%。除成都外，其他地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均分布在 9—350 亿元之间。

土地财政依赖度方面，2021 年四川半数以上（11 个）地市土地财政依赖度超过 50%,其

中，成都土地财政的依赖度（56.3%）处于省内中等水平，主要是其强劲的经济实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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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收入提供保障。眉山市、巴中市、资阳市对土地财政依赖程度最高，政府性基金收

入占两项收入之和的比重分别达到 71.3%、68.3%、65.7%。阿坝州、甘孜州对土地财

政依赖程度最低，仅为 23.1%、17.2%，原因是该地区多为高原山地，土地出让收入少，

财政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低，更多依靠转移支付补充地方财力。 

三、四川债务形势：债务规模大、广义负债率高，局部地区债

务风险较大  

第一，四川省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突破 1.5 万亿元，位居全国第五。考虑到四川省经

济体量较大，其显性负债率在国内处于中游水平。但将融资平台有息债务纳入考量后，

四川债务压力显著上升。截至 2021 年末，四川省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 15237.5 亿元，

其中一般债余额为 6837.6 亿元，专项债余额为 8399.9 亿元。从总体偿债压力来看，2021

年四川省负债率仅为 28.3%，远低于国际警戒线 60%，在全国 31 个省份中排第 19 名。

但若简单以（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融资平台有息债务）/GDP 衡量地方广义负债率，则 2021

年四川广义负债率提高至 92.0%，排名全国第 10，偿债压力显著上升。 

第二，四川各地市债务规模分布格局与经济体量较为一致，“单极”趋势明显，成都债

务规模超四千亿，占全省债务总规模的比重超四分之一。截至 2021 年末，成都地方政

府债务余额规模达到 4043.3 亿元，占全省债务余额的比重达到 26.5%，为第二名南充市

（886.3 亿元）的 4.6 倍，其余 19 市债务规模在 120-750 亿元水平。从区县来看，债务

余额超过百亿的 19 个区县主要位于成都、巴中，其中成都的龙泉驿区以 256.4 亿规模位

居第一，其余区县债务规模均在 200 亿元以下；债务余额最小为甘孜州的九龙县，仅有

0.24 亿元。 

第三，2021 年四川省内半数以上地市的显性负债率超过 30%，部分地市债务负担

较重。考虑隐性债务规模后，以成都为代表的部分地市广义债务率大幅攀升，化债压力

显著增大。2021 年成都、绵阳、宜宾等经济靠前城市的偿债压力较轻，显性负债率均在

25%以下，分别为 20.30%、21.4%、23.6%。但位于川北地区的地市及自治州债务压力

明显较高，其中巴中市显性负债率达到 92%。从区县来看，已公布数据的 172 个区县中，

负债率超过 60%的有 7 个，分别位于巴中（4 个）、阿坝州（1 个）、凉山州（2 个）。考

虑城投平台有息融资后，巴中、成都两城广义负债率超过 100%，其中成都偿债压力显

著增大，主要与近年成都大力推动都市圈建设有关。 

第四，四川偿债压力较大不仅体现在广义负债压力大，还体现在部分地市债务付息

支出占财政收入比重较高，侵蚀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2021 年四川一般债务付

息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为 4.8%，处于全国中等水平，但巴中、广元、资阳等地

市一般债务付息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超过 10%，达到 24.6%、13.5%和 12.1%，

线上财政收入覆盖债务利息支出压力较大，可持续性承压。此外，从财政重整压力来看，

四川各地市一般债务付息/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相对较低，大部分地市均在 1%-3%。但以

专项债务付息支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衡量财政重整压力，巴中、南充专项债务付息支

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比重已达到 7.4%和 6.4%。随着房地产进入下行周期、土地出让

收入下滑，政府性基金收入对专项债务利息的覆盖能力进一步下降，可能触发财政重整

条件，影响地方政府正常运转。 

 

图表1：2000 年以来四川省 GDP 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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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2：2021 年四川省 21 市经济成绩单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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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四川省 21 市人均 GDP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4：2021 年四川省区县经济排行榜（前 30 名与后 30 名）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四川省各区县人民政府、粤开证券研究院 

           注：截至 2022 年 9 月，有部分区县 GDP 数据尚未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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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区县 城市 GDP(亿元) 排名 区县 城市 GDP(亿元)

1 龙泉驿区 成都市 1504.4 147 甘洛县 凉山彝族自治州 45.2

2 金牛区 成都市 1472.9 148 美姑县 凉山彝族自治州 40.8

3 青羊区 成都市 1454.9 149 宝兴县 雅安市 38.6

4 武侯区 成都市 1358.8 150 布拖县 凉山彝族自治州 38.5

5 成华区 成都市 1273.3 151 金口河区 乐山市 36.5

6 锦江区 成都市 1260.6 152 普格县 凉山彝族自治州 35.5

7 涪城区 绵阳市 1199.1 153 喜德县 凉山彝族自治州 34.2

8 翠屏区 宜宾市 1164.5 154 九寨沟县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33.1

9 双流区 成都市 1130.6 155 泸定县 甘孜藏族自治州 32.4

10 新都区 成都市 1000.1 156 若尔盖县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170.1

11 旌阳区 德阳市 810.2 157 理县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31.8

12 郫都区 成都市 724.2 158 黑水县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31.0

13 江阳区 泸州市 712.6 159 松潘县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29.3

14 温江区 成都市 688.1 160 小金县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26.7

15 西昌市 凉山彝族自治州 630.5 161 丹巴县 甘孜藏族自治州 23.6

16 青白江区 成都市 620.2 162 理塘县 甘孜藏族自治州 21.8

17 简阳市 成都市 620.1 163 白玉县 甘孜藏族自治州 21.6

18 彭州市 成都市 602.0 164 石渠县 甘孜藏族自治州 20.5

19 叙州区 宜宾市 563.6 165 阿坝县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20.4

20 东坡区 眉山市 530.2 166 雅江县 甘孜藏族自治州 20.2

21 江油市 绵阳市 528.3 167 红原县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19.7

22 金堂县 成都市 524.4 168 巴塘县 甘孜藏族自治州 18.9

23 仁寿县 眉山市 501.4 169 德格县 甘孜藏族自治州 17.5

24 顺庆区 南充市 501.3 170 乡城县 甘孜藏族自治州 16.9

25 宣汉县 达州市 500.7 171 色达县 甘孜藏族自治州 16.6

26 东区 攀枝花市 500.3 172 道孚县 甘孜藏族自治州 14.7

27 射洪市 遂宁市 490.1 173 壤塘县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14.3

28 都江堰市 成都市 484.3 174 新龙县 甘孜藏族自治州 14.2

29 广汉市 德阳市 480.2 175 炉霍县 甘孜藏族自治州 13.5

30 市中区 乐山市 473.9 176 得荣县 甘孜藏族自治州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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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2021 年四川省区县 GDP 及增速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注：因画图需要，仅展示 GDP 前 5 与后 5 的区县，下同； 

 

图表6：2021 年四川省 21 市三次产业占比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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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7：2021 年四川省代表区县三次产业占比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8：2021 年四川省代表区县社零总额及增速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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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9：2021 年四川省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分预算级次构成图 

 

资料来源：四川省人民政府、四川各地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粤开证券研究院 

注：区县级及以下收支由全省收支减去省级、市级收支所得 

 

 

图表10：2021 年四川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结构 

 

资料来源：四川省人民政府、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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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1：2021 年四川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结构 

 

资料来源：四川省人民政府、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12：四川创造税收收入来源分产业（2020 年） 

 

资料来源：《中国税务年鉴 2021》、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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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3：四川创造税收收入来源分行业对比（2020 年） 

 

资料来源：《中国税务年鉴 2021》、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14：四川创造税收收入来源分税种（2020 年） 

 

资料来源：《中国税务年鉴 2021》、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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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5：2021 年四川省 21 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状况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16：2021 年四川省 21 地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质量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排名 变化 城市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亿元) 增速(%) 增速(两年平均，%)

1 0 成都市 1697.9

2 0 宜宾市 251.2

3 0 泸州市 190.0

4 0 凉山彝族自治州 172.8

5 0 绵阳市 159.2

6 1 德阳市 148.7

7 -1 南充市 1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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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 达州市 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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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0 广元市 59.3

18 -2 资阳市 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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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7：2021 年四川省区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前 30 名）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四川省各区县人民政府、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18：2021 年四川省区县财政自给率排行榜（前 30 名与后 30 名） 

 

排名 变化 区县 城市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亿元) 增速（%） 增速（两年平均，%）

1 0 武侯区 107.9

2 1 金牛区 97.4

3 -1 青羊区 93.6

4 2 双流区 91.3

5 -1 锦江区 90.1

6 -1 成华区 85.4

7 0 龙泉驿区 80.1

8 0 新都区 72.4

9 0 西昌市 57.9

10 0 郫都区 50.9

11 0 温江区 50.0

12 2 仁寿县 45.4

13 0 青白江区 45.4

14 -2 金堂县 42.0

15 0 都江堰市 40.4

16 0 彭州市 40.3

17 1 简阳市 40.2

18 -1 新津区 33.5

19 1 崇州市 31.5

20 1 邛崃市 31.1

21 -2 翠屏区 29.6

22 5 涪城区 28.1

23 2 广汉市 28.0

24 5 宣汉县 27.1

25 -3 东坡区 26.6

26 -3 江阳区 25.7

27 -3 江油市 24.4

28 0 什邡市 23.8

29 -3 绵竹市 23.6

30 1 顺庆区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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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区县 城市 财政自给率(%) 排名 区县 城市 财政自给率(%)

1 青羊区 成都市 154.8 147 茂县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13.1

2 锦江区 成都市 150.4 148 巴塘县 甘孜藏族自治州 11.4

3 武侯区 成都市 127.7 149 井研县 乐山市 11.1

4 金牛区 成都市 109.7 150 乡城县 甘孜藏族自治州 10.9

5 成华区 成都市 108.4 151 剑阁县 广元市 10.7

6 双流区 成都市 81.7 152 理县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9.5

7 都江堰市 成都市 76.0 153 通江县 巴中市 8.7

8 西昌市 凉山彝族自治州 75.4 154 甘洛县 凉山彝族自治州 8.5

9 新津区 成都市 75.1 155 越西县 凉山彝族自治州 8.1

10 温江区 成都市 73.8 156 普格县 凉山彝族自治州 7.3

11 郫都区 成都市 72.7 157 金川县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7.2

12 龙泉驿区 成都市 72.3 158 理塘县 甘孜藏族自治州 7.1

13 新都区 成都市 70.9 159 黑水县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6.5

14 广汉市 德阳市 68.3 160 道孚县 甘孜藏族自治州 6.3

15 彭州市 成都市 68.1 161 九寨沟县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6.0

16 仁和区 攀枝花市 67.9 162 昭觉县 凉山彝族自治州 5.7

17 峨眉山市 乐山市 66.0 163 得荣县 甘孜藏族自治州 5.5

18 涪城区 绵阳市 65.3 164 小金县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5.4

19 绵竹市 德阳市 63.5 165 红原县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5.2

20 沙湾区 乐山市 63.4 166 松潘县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5.1

21 崇州市 成都市 62.6 167 甘孜县 甘孜藏族自治州 4.5

22 江阳区 泸州市 61.1 168 喜德县 凉山彝族自治州 4.5

23 什邡市 德阳市 61.0 169 若尔盖县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4.2

24 金堂县 成都市 61.0 170 德格县 甘孜藏族自治州 3.9

25 青白江区 成都市 59.6 171 美姑县 凉山彝族自治州 3.8

26 龙马潭区 泸州市 59.2 172 阿坝县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3.4

27 彭山区 眉山市 57.2 173 新龙县 甘孜藏族自治州 3.2

28 米易县 攀枝花市 55.7 174 色达县 甘孜藏族自治州 3.0

29 蒲江县 成都市 55.5 175 石渠县 甘孜藏族自治州 2.6

30 大邑县 成都市 55.1 176 壤塘县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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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四川省各区县人民政府、粤开证券研究院 

注：截至 2022 年 9 月，部分区县数据尚未公布 

 

图表19：2021 年四川省代表区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及增速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20：2021 年四川省代表区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结构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注：截至 2022 年 9 月，道孚县、炉霍县税收收入尚未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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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1：2021 年四川省代表区县税收收入及增速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四川省各区县人民政府、粤开证券研究院 

注：截至 2022 年 9 月，道孚县、炉霍县税收收入数据尚未公布 

 

图表22：2021 年四川 20 市财政自给率（%）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注：成都与其他城市差异较大，不做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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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3：2021 年四川省代表区县财政自给率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24：2021 年 31 省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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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5：2021 年四川省 21 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26：2021 年四川省区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排行榜（前 30 名与后 30 名）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四川省各区县人民政府、粤开证券研究院 

注：截至 2022 年 9 月，部分区县数据尚未公布 

排名 变化 城市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亿元) 增速(%) 增速(两年平均，%)

1 0 成都市 2237.6

2 0 凉山彝族自治州 624.2

3 1 宜宾市 564.0

4 -1 南充市 537.1

5 2 绵阳市 466.5

6 0 泸州市 443.0

7 1 达州市 436.2

8 -3 甘孜藏族自治州 409.6

9 3 德阳市 326.4

10 0 乐山市 318.5

11 0 巴中市 314.7

12 -3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310.1

13 0 广安市 295.0

14 3 遂宁市 280.3

15 1 眉山市 276.9

16 -2 广元市 273.2

17 -2 内江市 254.6

18 0 自贡市 239.3

19 0 资阳市 200.7

20 1 攀枝花市 171.7

21 -1 雅安市 1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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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区县 城市

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亿元)

1 双流区 成都市 111.7 147 峨边彝族自治县 乐山市 17.4

2 龙泉驿区 成都市 110.8 148 青神县 眉山市 17.4

3 新都区 成都市 102.1 149 罗江区 德阳市 17.2

4 简阳市 成都市 97.4 150 茂县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17.2

5 仁寿县 眉山市 89.4 151 丹巴县 甘孜藏族自治州 17.0

6 金牛区 成都市 88.8 152 雅江县 甘孜藏族自治州 16.9

7 武侯区 成都市 84.5 153 新龙县 甘孜藏族自治州 16.4

8 成华区 成都市 78.8 154 壤塘县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16.1

9 西昌市 凉山彝族自治州 76.8 155 甘孜县 甘孜藏族自治州 16.1

10 青白江区 成都市 76.1 156 石棉县 雅安市 15.9

11 叙州区 宜宾市 72.7 157 红原县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27.9

12 宣汉县 达州市 71.2 158 名山区 雅安市 15.8

13 郫都区 成都市 70.0 159 泸定县 甘孜藏族自治州 15.7

14 金堂县 成都市 68.8 160 巴塘县 甘孜藏族自治州 15.3

15 温江区 成都市 67.8 161 马尔康市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15.2

16 三台县 绵阳市 65.6 162 金川县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15.1

17 安岳县 资阳市 60.8 163 自流井区 自贡市 14.8

18 青羊区 成都市 60.5 164 丹棱县 乐山市 25.3

19 南部县 南充市 59.9 165 天全县 雅安市 14.6

20 锦江区 成都市 59.9 166 黑水县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14.2

21 仪陇县 南充市 59.8 167 沙湾区 乐山市 13.9

22 彭州市 成都市 59.2 168 理县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13.7

23 渠县 达州市 59.0 169 荥经县 雅安市 13.6

24 邛崃市 成都市 58.8 170 宝兴县 雅安市 13.5

25 中江县 德阳市 58.1 171 道孚县 甘孜藏族自治州 13.4

26 平昌县 巴中市 58.0 172 乡城县 甘孜藏族自治州 11.9

27 达川区 达州市 57.5 173 芦山县 雅安市 11.5

28 翠屏区 宜宾市 57.2 174 得荣县 甘孜藏族自治州 10.8

29 射洪市 遂宁市 57.2 175 金口河区 乐山市 9.3

30 古蔺县 泸州市 55.2 176 西区 攀枝花市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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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7：2021 年四川省代表区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及增速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四川省各区县人民政府、粤开证券研究院 

注：截至 2022 年 9 月，炉霍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数据尚未公布 

 

图表28：2021 年四川省 21 地市政府性基金收入与土地财政依赖度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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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9：2021 年四川省区县政府性基金收入排行榜（前 30 名与后 30 名）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四川省各区县人民政府、粤开证券研究院 

注 1：由于地市以下市本级与区县土地出让收入分配体制不同，包括土地出让收入在内的区县

政府性基金账面收入并不一定能准确反映该区县土地拍卖创造的土地出让收入（政府性基金收

入），因此区县政府性基金收入仅作参考。  

注 2：截至 2022 年 9 月，部分区县数据尚未公布，可能与实际排名存在差距 

 

 

 

 

 

 

 

 

 

 

 

 

 

排名 区县 城市
政府性基金收入

(亿元)
排名 区县 城市

政府性基金收入

(亿元)

1 仁寿县 眉山市 147.0 132 康定市 甘孜藏族自治州 0.9

2 双流区 成都市 110.6 133 泸定县 甘孜藏族自治州 0.9

3 龙泉驿区 成都市 95.1 134 芦山县 雅安市 0.9

4 青白江区 成都市 82.7 135 汶川县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0.8

5 温江区 成都市 79.6 136 普格县 凉山彝族自治州 0.6

6 彭山区 眉山市 65.5 137 宝兴县 雅安市 0.5

7 新都区 成都市 57.7 138 自流井区 自贡市 0.4

8 金堂县 成都市 57.1 139 道孚县 甘孜藏族自治州 0.3

9 叙州区 宜宾市 50.6 140 贡井区 自贡市 0.3

10 郫都区 成都市 48.5 141 茂县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0.3

11 旌阳区 德阳市 46.7 142 色达县 甘孜藏族自治州 0.2

12 都江堰市 成都市 43.1 143 木里藏族自治县 凉山彝族自治州 0.2

13 江油市 绵阳市 42.6 144 道孚县 甘孜藏族自治州 0.3

14 东坡区 眉山市 41.7 145 金川县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0.1

15 西昌市 凉山彝族自治州 40.0 146 宝兴县 雅安市 0.5

16 武侯区 成都市 40.0 147 小金县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0.2

17 简阳市 成都市 39.8 148 松潘县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0.1

18 广汉市 德阳市 38.0 149 若尔盖县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0.1

19 新津区 成都市 38.0 150 金口河区 乐山市 0.1

20 彭州市 成都市 36.7 151 白玉县 甘孜藏族自治州 0.1

21 邛崃市 成都市 35.8 152 金川县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0.1

22 射洪市 遂宁市 31.7 153 红原县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0.1

23 渠县 达州市 31.1 154 新龙县 甘孜藏族自治州 0.1

24 营山县 南充市 30.9 155 美姑县 乐山市 0.1

25 中江县 德阳市 30.0 156 理塘县 甘孜藏族自治州 0.04

26 高坪区 南充市 29.8 157 黑水县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0.04

27 崇州市 成都市 29.0 158 阿坝县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0.02

28 宣汉县 达州市 26.9 159 甘孜县 甘孜藏族自治州 0.02

29 大邑县 成都市 26.6 160 巴塘县 甘孜藏族自治州 0.02

30 翠屏区 宜宾市 26.2 161 壤塘县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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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0：2021 年四川省代表区县政府性基金收入与增速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四川省各区县人民政府、粤开证券研究院 

注：截至 2022 年 9 月，炉霍县、得荣县、壤塘县政府性基金收入与增速数据尚未公布 

 

图表31：2021 年四川省代表区县土地财政依赖度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四川省各区县人民政府、粤开证券研究院 

注：截至 2022 年 9 月，炉霍县、得荣县、壤塘县数据尚未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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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2：2021 年四川省代表区县政府性基金支出与增速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四川省各区县人民政府、粤开证券研究院 

注：截至 2022 年 9 月，炉霍县、得荣县政府性基金支出与增速数据尚未公布 

 

图表33：2021 年四川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位居全国中上游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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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4：2021 年四川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结构 

 

资料来源：四川省人民政府、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35：2021 年四川省 21 地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情况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四川省各地市人民政府、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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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6：2021 年四川省代表区县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与增速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四川省各区县人民政府、粤开证券研究院 

注：截至 2022 年 9 月，炉霍县、得荣县、道孚县、新龙县、壤塘县国有资本预算收支数据尚

未公布 

 

图表37：2021 年四川省 21 地市社保基金收入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四川省人民政府、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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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8：2021 年 31 省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与负债率水平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39：2021 年四川 21 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与负债率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广
东

山
东

江
苏

浙
江

四
川

湖
南

河
北

河
南

湖
北

贵
州

安
徽

云
南

辽
宁

福
建

江
西

内
蒙
古

北
京

陕
西

重
庆

广
西

天
津

上
海

新
疆

黑
龙
江

吉
林

山
西

甘
肃

海
南

青
海

宁
夏

西
藏

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亿元） 负债率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4500

成
都
市 

南
充
市 

宜
宾
市 

达
州
市 

泸
州
市 

绵
阳
市 

巴
中
市 

乐
山
市 

内
江
市 

眉
山
市 

自
贡
市 

遂
宁
市 

德
阳
市 

资
阳
市 

广
安
市 

凉
山
彝
族
自
治
州 

广
元
市 

雅
安
市 

攀
枝
花
市 

阿
坝
藏
族
羌
族
自
治
州 

甘
孜
藏
族
自
治
州 

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亿元) 负债率(%) 



 宏观研究 

请务必阅读最后特别声明与免责条款 www.ykzq.com  28 / 32 

图表40：2021 年四川 21 市地方政府债务率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注：由于缺乏转移支付数据，债务率=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  

 

图表41：2021 年四川各区县地方政府负债率（前 30 名与后 30 名）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四川省各区县人民政府、粤开证券研究院 

注：截至 2022 年 9 月，部分区县数据尚未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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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名 区县 城市

地方政府

债务余额

(亿元)

负债率

(%)

1 平昌县 巴中市 165.6 95.5 138 龙马潭区 泸州市 44.1 11.0

2 通江县 巴中市 112.8 88.0 139 船山区 遂宁市 47.3 10.8

3 南江县 巴中市 98.7 76.7 140 丹巴县 甘孜藏族自治州 2.5 10.7

4 恩阳区 巴中市 66.8 76.1 141 新都区 成都市 102.3 10.2

5 九寨沟县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24.6 74.5 142 旌阳区 德阳市 78.1 9.6

6 美姑县 凉山彝族自治州 27.8 68.2 143 盐源县 凉山彝族自治州 14.2 9.6

7 昭觉县 凉山彝族自治州 31.3 67.8 144 沙湾区 乐山市 18.8 9.3

8 安岳县 资阳市 166.5 57.8 145 宁南县 凉山彝族自治州 6.9 9.2

9 布拖县 凉山彝族自治州 21.0 54.6 146 冕宁县 凉山彝族自治州 11.7 9.1

10 巴州区 巴中市 108.7 54.3 147 利州区 广元市 34.3 9.1

11 峨边彝族自治县 乐山市 32.0 51.0 148 自流井区 自贡市 35.6 9.0

12 万源市 达州市 73.4 50.6 149 康定市 甘孜藏族自治州 10.3 8.6

13 南溪区 宜宾市 105.5 49.9 150 红原县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1.6 8.3

14 马边彝族自治县 乐山市 27.9 48.1 151 马尔康市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3.6 8.0

15 昭化区 广元市 38.5 48.1 152 汶川县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6.1 7.5

16 金阳县 凉山彝族自治州 21.3 46.3 153 江阳区 泸州市 49.5 7.0

17 青川县 广元市 26.0 45.9 154 若尔盖县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2.0 6.3

18 喜德县 凉山彝族自治州 15.0 44.0 155 雨城区 雅安市 13.0 5.6

19 普格县 凉山彝族自治州 14.8 41.6 156 巴塘县 甘孜藏族自治州 1.1 5.6

20 阆中市 南充市 116.5 41.5 157 市中区 内江市 6.1 7.5

21 彭山区 眉山市 80.3 40.9 158 翠屏区 宜宾市 56.7 4.9

22 市中区 内江市 68.8 40.4 159 涪城区 绵阳市 54.8 4.6

23 安居区 遂宁市 82.5 39.2 160 成华区 成都市 53.3 4.2

24 高坪区 南充市 86.0 38.4 161 黑水县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1.3 4.1

25 西充县 南充市 76.4 37.6 162 东区 攀枝花市 19.0 3.8

26 嘉陵区 南充市 85.2 37.5 163 武侯区 成都市 45.2 3.3

27 贡井区 自贡市 58.5 37.4 164 金牛区 成都市 41.6 2.8

28 蓬溪县 遂宁市 71.0 37.1 165 理县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0.9 2.7

29 朝天区 广元市 29.5 37.0 166 锦江区 成都市 31.2 2.5

30 苍溪县 广元市 72.2 36.7 167 青羊区 成都市 25.4 1.7



 宏观研究 

请务必阅读最后特别声明与免责条款 www.ykzq.com  29 / 32 

图表42：2021 年四川省代表区县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及增速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四川省各区县人民政府、粤开证券研究院 

注：截至 2022 年 9 月，新龙县、炉霍县数据尚未公布 

 

图表43：2021 年四川省代表区县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与限额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四川省各区县人民政府、粤开证券研究院 

注：截至 2022 年 9 月，炉霍县、新龙县地方债务余额与限额数据尚未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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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4：2021 年四川省代表区县地方政府债务结构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四川省各区县人民政府、粤开证券研究院 

注：截至 2022 年 9 月，青羊区、新龙县、炉霍县数据尚未公布 

 

图表45：2021 年四川省代表区县地方政府负债率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四川省各区县人民政府、粤开证券研究院 

注：截至 2022 年 9 月，新龙县、炉霍县数据尚未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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