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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部中国史，半部在河南。作为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重要发祥地，河南区位

优越，居天下之中，素有“九州腹地、十省通衢”之称，是全国承东启西、连南

贯北的重要交通枢纽。河南有三“大”：一是人口大省，河南常住人口近 1 亿，

排名全国第 3，仅次于广东、山东；二是农业大省，全省耕地面积 12229 万

亩，生产了全国 1/4 的小麦、1/10 的粮食，是我国的粮食主产区；三是矿产

资源大省，全省已发现的矿种 144 种，矿业产值连续多年位于全国前 5 位。

改革开放以来，河南凭借便利的交通地位、坚实的农业及工业基础，推动经

济快速发展，2021 年河南生产总值达 5.89 万亿元，经济总量稳居全国第 5

位，中西部省份首位。 

然而相对落后的产业结构、较低的城镇化率、持续流出的高学历人才，导致

经济大省河南“强而不富”，2021 年河南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居全国倒数第 4

名。经济形势反映在财政上表现集中表现为七大特征：一是河南对全国财政

的净贡献为负，2020 年河南省收到中央转移支付 5161.3 亿元，排名全国第 2

位。二是因市县经济发展较弱、城镇化率较低，所需发展资金大，河南省收

入分配向市县倾斜。三是产业结构相对落后，主导产业附加值有待进一步提

高，河南省 GDP 创造税收的能力不高，全省创造的税收占 GDP 的比重仅为

9.7%，在全国 31 个省份中排名倒数第一。四是因整体收入水平较低，个人

所得税未进入前五大税种，2020 河南省创造的个人所得税占比仅为 4.0%，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3.1 个百分点。五是财政收入呈现出“总量高、人均低”的特

征，2021 年河南省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排全国倒数第四。六是整体财政自

给率偏低，且省内分化较为明显，呈现出中西强于东南、豫北居中的格局。

七是尽管政府负债率和广义负债率较低，但近年来河南村镇银行经营不善、

房地产烂尾事件频出，使得河南部分地市面临金融风险财政化、房地产风险

财政兜底等压力，进一步加剧部分地市财政紧平衡态势。 

十四五期间面对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三大国家战略叠加，河南处于发展经济、涵养税源大有作为的关

键阶段。一方面，河南需大力推进“1+8”郑州都市圈建设，辐射周边城市；支

持洛阳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建设和南阳建设副中心城市，引导产业升级，

多点打造全省新增长极。另一方面，要加强财政、金融、产业政策间协调，

避免财政政策成为其他政策的买单者，为财政腾挪空间，以更大力度保障改

善民生，聚焦“一老一小一青壮”，提高对人才的吸引力、改变外出务工大省的

现状。 

风险提示：疫情反复；经济恢复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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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河南省财政体制与税源结构概况 

根据《中国财政年鉴 2021》《中国税务年鉴 2021》《河南统计年鉴 2021》及河南省

地方各级政府统计公报分析河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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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对中央财政的净贡献为负，在全国 31

省份中倒数第三，中央转移支付在地方财政收支平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20 年，河南

省对中央财政的净贡献为-2788 亿元，位居全国倒数第三名。作为中部地区人口和农业

大省，2020 年河南省收到中央转移支付 5161.3 亿元，排名全国第 2 位，仅次于河南，

占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含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央转移支付、债务收入等）的 44.4%，

是地方财力的重要来源。 

第二，从省以下财政体制来看，河南省大部分市县经济发展较弱、城镇化率较低，

所需发展资金大，为营造主动有为、竞相发展的环境，鼓励市县政府培育拓展税源，河

南省收入分配向市县倾斜，市县上解、中央转移支付和一般债务收入在省本级收支平衡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20 年河南省创造的税收收入在中央、省级和市县的分布比例为

47.4%、1.1%和 51.5%。从主体税种来看，2020 年增值税在中央、省级和市县的分布比

例为 55.0%、0.1%和 44.8%；企业所得税的分布比例为 58.2%、5.4%和 36.4%；个人

所得税分布比例为 60.4%、0、39.6%。此外，房产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

增值税、车船税、耕地占用税、契税、烟叶税等税种收入均归市县所有。分级次收入来

看，2020 年河南省省本级、市本级与县级及以下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比分别为 4.4%、

33.4%和 62.8%。在全国来看，河南省财政体制属于分权型，省本级财力主要通过市县

上解、一般债务收入和中央转移支付予以弥补。 

从支出来看，河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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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和社保支出占比最大，与河南省人口众多、教育资源相对缺乏相关。从支出层

级来看，省本级、市本级与县级及以下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比分别为 11.6%、23.7%和

64.7%。从支出结构来看，2020 年河南省教育、社保、农林水、卫生健康支出占比最大，

分别为 18.1%、15.2%、11.0%和 10.5%。 

第三，从产业结构来看，河南省在农业、资源上的比较优势尚未反映在经济上，GDP

创造税收能力较弱。2020 年制造业、房地产、批发零售和建筑业 4 个行业创造的税收占

比分别为 24.6%、19.2%、15.8%和 9.6%，合计占比近七成。相对而言，河南省经济总

量庞大，但 GDP 创造税收的能力不高，2020 年河南省 GDP 位居全国第 5，但创造的税

收收入为全国第 9，全省创造的税收占 GDP 的比重仅为 9.7%，在全国 31 个省份中排名

倒数第一，究其原因在于河南省缺乏高附加值的主导税源行业。一方面，作为我国农业

大省、粮食主产区之一，河南省被誉为“中原粮仓”，用全国 1/16 耕地生产全国 1/10 的粮

食，但农业现代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带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足，对税收的贡献较低。

2020 年河南省第一产业、农副食品加工业和食品制造业创造的税收占比合计略超 2%，

对全省税收的贡献较低。另一方面，尽管河南是我国重要的矿产资源大省和矿业大省，

但产业发展仍相对粗犷、高附加值产业尚未形成规模优势，2020 年河南制造业创造税收

占比仅 24.6%，位居全国倒数第 9，其中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和有色金属冶炼加工业贡献

居前。采矿业创造的税收占比 2.5%，具备一定的优势但未成为税收主导产业，与山西

（36.8%）和内蒙古（30.3%）等资源大省采矿业相去甚远。 

第四，从税种来看，河南省创造的税收收入主要来源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消费

税、契税和土地增值税五大税种；因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个人所得税占比较低。增值

税是河南的第一大税种，2020 年增值税贡献了河南创造的税收收入的 41.5%。随后依次

是企业所得税、消费税、契税和土地增值税，占比分别为 16.5%、8.8%、6.0%和 5.1%。

值得注意的是，个人所得税并未成为河南省前五大税种，2020 河南省创造的个人所得税



 宏观研究 

请务必阅读最后特别声明与免责条款 www.ykzq.com  5 / 33 

占比仅为 4.0%，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3.1 个百分点，与居民收入水平较低有关。2021 年

河南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 37095 元，在全国排名倒数第 4，仅高于黑龙江、吉林和

甘肃 3 省，与经济体量全国第 5、中西部第 1 地位不符。 

二、河南财政形势：区域财力集中省会，整体财政形势豫中西

强于东南 

第一，作为人口大省，河南省财政收入呈现出“总量高、人均低”的特征；各地财政实

力分化明显，近三成财力集中于省会郑州。河南作为中部地区财政实力最强的省份，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4347.4 亿元，是中部地区唯一财政收入超过 4000 亿元的省份，

位列全国第 8。考虑常住人口后，河南省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较低，2021 年仅为 4393

元，排名全国倒数第四。分地市来看，各地市财政实力差异较大，省会郑州一枝独秀。

2021 年，郑州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224 亿元，占全省的比重达到 28.1%，是第二名洛阳

（397.9 亿）的 3.1 倍。除郑州、洛阳外，其余 15 地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分布在 70-225

亿元之间，差距相对不大。此外，济源市作为单列的省直辖县级行政单位，2021 年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规模为 59.1 亿元，体量直逼鹤壁市。从区县来看，已公布数据 153 个区县

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过 100 亿元的仅有郑州市金水区 1 个，达到 121.1 亿元；有 42

个区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低于 10 亿元，最低的为开封市龙亭区，仅为 2.5 亿元。 

第二，河南整体财政收入质量有待提高，税收收入比重明显偏低。2021 年河南省税

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65.3%，在全国 31 个省份中排名倒数第二。分地市

来看，河南省所有地市税收收入占比差别不大，均分布在 60%-76%之间，其中，济源最

高为 75.8%，鹤壁税收收入占比最低，为 60.2%。 

第三，河南虽是财政收入大省，但同时也是农业大省、人口大省，刚性支出规模较

大，导致其财政自给率偏低对中央转移支付较为依赖；且省内分化较为明显，呈现中西

强于东南、豫北居中的格局。2021 年河南省财政自给率为 44.5%，在 31 个省份中排名

第 17 位。从地市来看，以郑州、洛阳为中心的豫中、豫西地区交通区位及自然矿产资源

丰富、工业基础较好，经济较发达，财政自给率均超过 50%，其中郑州、洛阳、平顶山

3 市财政自给率分别为 75.3%、62.0%、60.4%，财政自给程度相对较高。相较而言，豫

南的信阳、豫东的周口地处东南平原地区，以农业为主，第二、三产业发展长期较弱，

经济实力靠后，财政自给率低至 21.7%和 23.7%，也是省内唯二财政自给率低于 30%的

地市，较为依赖转移支付。从区县来看，已披露数据河南财政自给率高于 100%的区县

有 6 个，集中于郑州市（5 个）和焦作（1 个），南阳、信阳辖内区县财政自给率普遍较

低。 

第四，河南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位居全国中上游，但相对于其全国居前的经济地位，

河南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较低，或受到人口流失严重、城镇化率较低、工业和服务业发

展缓慢、居民购房意愿和购房能力较低等因素的影响。2021 年河南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收

入达到 3374.6 亿，在全国 31 省份中排名第 10。从地市来看，郑州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896.1 亿，远超其他地市。除安阳、信阳尚未披露数据外，其他地市政府性基金收入规

模均分布在 60-270 亿元之间，差距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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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近似衡量河

南各地市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2021 年河南省土地财政依赖度为 43.6%，在全国 31

个省份中排名第 15，对土地财政依赖度明显低于经济总量与河南相近的河南、湖北等省

份。一方面，河南是在外出务工人数最高的省份，本地人口流失严重，2020 年河南共有

1584.8 万人在外务工（户籍总人口-常住人口），同时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偏低，对住房

的购房意愿及能力相对有限。另一方面，河南是我国重要的粮食大省，需牢牢守住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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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线，政府供地相对谨慎。分地市来看，开封、濮阳、商丘、南阳和周口 5 市对土地财

政依赖程度相对较高，土地财政依赖度分别达到 54.0%、53.1%、52.6%、51.9%和 50.3%，

三门峡对土地财政依赖程度最低，为 32.2%。 

三、河南债务形势：政府负债率和广义负债率较低，偿债压力

相对不大 

第一，河南省债务规模处于全国中游偏上水平，但考虑经济体量后，债务负担相对

较轻，表明当地经济发展对债务的依赖程度较低。截至 2021 年末，河南省地方政府债

务余额为 12395.3 亿元，在全国排第 8 名。从总体偿债压力来看，2021 河南省负债率仅

为 21.1%，在全国 31 个省份中排倒数第 5，仅高于江苏、广东、上海、福建四省，整体

偿债压力较小。截至 2021 年底，河南省城投融资平台形成的有息债务为 17617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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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河

南广义负债率提高至 53.8%，排名全国倒数第 4，偿债压力仍然较低。 

第二，河南省地方政府债务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单极”趋势，郑州债务余额占全省债务

规模的比重超过五分之一；城投平台带息债务主要集中于省级平台和郑州市。截至 2021

年末，郑州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规模达到 2503.8 亿元，占全省的比重达到 20.2%，也是全

省唯一债务规模超千亿的地市。相较而言，其他地市债务规模与郑州相去甚远，均分布

在 270-850 亿元之间，其中南阳、商丘、信阳、洛阳分别位列第二至五名，债务规模均

超过 600 亿元。从城投平台来看，城投平台债务主要集中在省级平台和郑州市。截至 2021

年末，河南省省级平台和郑州市城投平台有息债务规模分别达到 5787.9 亿元和 5314.2

亿元，占全省的比重分别为 32.9%和 30.2%。 

第三，考虑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后，河南省各地市总体偿债压力较低、债务风险可控；

郑州市由于城投平台债务体量较大，广义负债率超过 60%。从显性负债率来看，河南省

各地市负债率均低于 30%，显性债务偿债压力较小。其中，鹤壁市是唯一显性负债率超

过 25%的地市，达到 25.5%；郑州和洛阳债务规模较大，但显性负债率相对较低，显性

负债率均在 20%以下，分别为 19.7%和 11.6%。考虑城投平台有息负债后，郑州市广义

负债率达到 61.6%，位居全省第一，其他地市均低于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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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1999 年以来河南省 GDP 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2：2021 年河南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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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 18 市人均 GDP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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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2021 年河南省区县经济排行榜（前 30 名与后 30 名） 

 

资料来源：河南省各区县人民政府、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排名 区县 城市 GDP(亿元) 排名 区县 城市 GDP(亿元)

1 金水区 郑州 2844.8 127 获嘉县 新乡 192.1

2 管城回族区 郑州 1833.8 128 鲁山县 平顶山 192.0

3 新郑市 郑州 1451.3 129 内黄县 安阳 186.6

4 中牟县 郑州 1363.3 130 卫辉市 新乡 186.3

5 中原区 郑州 1294.4 131 南乐县 濮阳 185.3

6 禹州市 许昌 903.8 132 龙安区 安阳 182.1

7 巩义市 郑州 901.9 133 解放区 焦作 181.8

8 长葛市 许昌 824.8 134 新县 信阳 180.9

9 二七区 郑州 784.2 135 上街区 郑州 176.8

10 洛龙区 洛阳 720.4 136 汤阴县 安阳 175.4

11 永城市 商丘 720.0 137 北关区 安阳 171.8

12 新密市 郑州 713.3 138 延津县 新乡 166.2

13 华龙区 濮阳 705.6 139 博爱县 焦作 163.7

14 涧西区 洛阳 698.1 140 舞钢市 平顶山 158.9

15 卧龙区 南阳 623.5 141 修武县 焦作 154.1

16 林州市 安阳 615.3 142 义马市 三门峡 146.8

17 建安区 许昌 598.7 143 顺河回族区 开封 140.5

18 红旗区 新乡 588.6 144 山城区 鹤壁 138.4

19 驿城区 驻马店 575.5 145 中站区 焦作 137.8

20 召陵区 漯河 568.4 146 瀍河回族区 洛阳 136.1

21 荥阳市 郑州 554.2 147 卢氏县 三门峡 129.6

22 孟津区 洛阳 553.6 148 卫滨区 新乡 129.1

23 西工区 洛阳 539.1 149 台前县 濮阳 125.6

24 汝州市 平顶山 534.6 150 安阳县 安阳 107.5

25 长垣市 新乡 529.6 151 鼓楼区 开封 101.5

26 宛城区 南阳 488.0 152 禹王台区 开封 100.7

27 襄城县 许昌 485.0 153 鹤山区 鹤壁 92.6

28 邓州市 南阳 480.9 154 马村区 焦作 88.9

29 登封市 郑州 466.1 155 凤泉区 新乡 83.2

30 灵宝市 三门峡 465.7 156 石龙区 平顶山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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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2021 年河南省区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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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河南省 18 市三次产业占比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注：截止 2022 年 11 月，焦作市 2021 年三次产业数据尚未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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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7：2021 年河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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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截止 2022 年 11 月，金水区、管城回族区、新郑市等区县未公布三次产业的具体数值 

 

图表8：2021 年河南省代表区县社零总额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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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9：2021 年河南省代表区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及政府性基金收入情况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注：截止 2022 年 11 月，叶县和唯县这 2 个代表性区县未公布政府性基金收入数据 

 

 

 

 

 

图表10：2021 年河南省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分预算级次构成图 

 

资料来源：河南省及各地市人民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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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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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1：2021 年河南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结构 

 

资料来源：河南省人民政府、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12：2021 年河南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结构 

 

资料来源：河南省人民政府、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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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3：河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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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表14：河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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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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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5：河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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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表16：2021 年河南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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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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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7：2021 年河南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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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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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8：2021 年河南省区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前 30 名） 

 

资料来源：河南省各区县人民政府、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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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水区 121.1

2 0 新郑市 74.7

3 0 中牟县 56.8

4 4 巩义市 51.6

5 0 中原区 50.8

6 3 永城市 50.6

7 0 荥阳市 49.0

8 -4 二七区 48.7

9 -3管城回族区 47.3

10 7 涧西区 43.5

11 2 长垣市 40.7

12 3 林州市 40.0

13 -3 新密市 38.2

14 -3 汝州市 37.7

15 -1 长葛市 37.2

16 5 兰考县 35.3

17 139 孟津区 32.3

18 2 尉氏县 30.0

19 -7 惠济区 29.2

20 -1 渑池县 28.4

21 -3 新安县 28.2

22 -6 登封市 27.4

23 1 禹州市 27.2

24 -1 偃师区 26.7

25 -3 灵宝市 26.0

26 -1 辉县市 25.2

27 4 殷都区 25.0

28 -2 栾川县 24.5

29 -2 洛龙区 23.4

30 0 襄城县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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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9：2021 年河南省区县财政自给率排行榜（前 30 名与后 30 名） 

 

资料来源：河南省各区县人民政府、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注：截至 2022 年 11 月，金水区、二七区、登封市等 14 个区县数据尚未公布 

 

图表20：2021 年河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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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名 区县 城市 财政自给率(%) 排名 区县 城市 财政自给率(%)

1 山阳区 焦作市 191.4 113 新野县 南阳市 24.9

2 金水区 郑州市 148.8 114 新县 信阳市 24.8

3 管城回族区 郑州市 137.6 115 鲁山县 平顶山市 24.8

4 二七区 郑州市 109.9 116 卢氏县 三门峡市 24.5

5 北关区 安阳市 103.0 117 虞城县 商丘市 23.6

6 中站区 焦作市 102.0 118 叶县 平顶山市 23.5

7 中原区 郑州市 101.8 119 固始县 信阳市 23.0

8 湖滨区 三门峡市 98.1 120 方城县 南阳市 22.9

9 栾川县 洛阳市 97.8 121 社旗县 南阳市 22.5

10 惠济区 郑州市 97.7 122 扶沟县 周口市 22.4

11 解放区 焦作市 89.5 123 滑县 安阳市 21.8

12 上街区 郑州市 88.2 124 清丰县 濮阳市 21.3

13 西工区 洛阳市 88.1 125 柘城县 商丘市 20.6

14 涧西区 洛阳市 87.8 126 淮滨县 信阳市 20.0

15 长葛市 许昌市 87.7 127 淅川县 南阳市 20.0

16 红旗区 新乡市 83.1 128 太康县 周口市 19.9

17 老城区 洛阳市 81.9 129 封丘县 新乡市 19.0

18 义马市 三门峡市 81.4 130 南召县 南阳市 19.0

19 殷都区 安阳市 81.3 131 夏邑县 商丘市 18.9

20 魏都区 许昌市 80.4 132 罗山县 信阳市 18.9

21 汝州市 平顶山市 79.1 133 上蔡县 驻马店市 18.3

22 龙安区 安阳市 77.7 134 正阳县 驻马店市 17.9

23 马村区 焦作市 77.2 135 唐河县 南阳市 17.1

24 湛河区 平顶山市 76.3 136 商城县 信阳市 16.9

25 渑池县 三门峡市 75.9 137 潢川县 信阳市 16.7

26 孟州市 焦作市 75.9 138 淮阳区 周口市 15.6

27 新安县 洛阳市 74.9 139 台前县 濮阳市 15.1

28 文峰区 安阳市 74.1 140 商水县 周口市 14.6

29 新郑市 郑州市 74.0 141 浚县 鹤壁市 12.8

30 巩义市 郑州市 73.9 142 光山县 信阳市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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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1：2021 年河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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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禹王台区、石龙区这 2 个区县税收收入尚未公布 

 

 

图表22：2021 年河南省代表区县税收收入及增速 

 

资料来源：河南省各区县人民政府、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注：截至 2022 年 11 月，禹王台区、石龙区这 2 个区县税收收入尚未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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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3：2021 年河南 18 市财政自给率（%）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注：郑州与其他城市差异较大，不做展示 

 

 

 

图表24：2021 年河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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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截止 2022 年 11 月，禹王台区、鹤山区、石龙区这 3 个区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数据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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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5：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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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021 年河南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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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021 年河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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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各区县人民政府、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注：截至 2022 年 11 月，永城市、鹿邑县、平桥区等 14 个区县数据尚未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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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 1624.4

2 0 南阳 746.5

3 0 周口 676.6

4 0 洛阳 641.7

5 1 信阳 625.5

6 -1 驻马店 604.2

7 0 商丘 556.1

8 0 新乡 506.7

9 1 开封 456.6

10 -1 安阳 448.1

11 0 平顶山 389.4

12 1 濮阳 358.7

13 -1 许昌 325.8

14 0 焦作 304.9

15 0 三门峡 250.5

16 0 漯河 222.2

17 0 鹤壁 170.1

18 0 济源 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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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区县 城市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排名 区县 城市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 新郑市 郑州市 101.0 113 孟州市 焦作市 22.0

2 兰考县 开封市 88.3 114 华龙区 濮阳市 21.6

3 固始县 信阳市 83.5 115 修武县 焦作市 20.8

4 淮阳区 周口市 82.5 116 博爱县 焦作市 19.7

5 金水区 郑州市 81.4 117 淇滨区 鹤壁市 18.0

6 邓州市 南阳市 80.9 118 获嘉县 新乡市 17.7

7 中牟县 郑州市 80.4 119 上街区 郑州市 17.7

8 长垣市 新乡市 78.7 120 源汇区 漯河市 17.6

9 滑县 安阳市 74.3 121 新乡县 新乡市 17.5

10 唐河县 南阳市 72.2 122 解放区 焦作市 15.4

11 太康县 周口市 70.2 123 山城区 鹤壁市 13.5

12 巩义市 郑州市 69.9 124 龙安区 安阳市 12.9

13 尉氏县 开封市 69.1 125 文峰区 安阳市 12.5

14 荥阳市 郑州市 67.2 126 红旗区 新乡市 12.3

15 商水县 周口市 67.1 127 魏都区 许昌市 12.3

16 林州市 安阳市 66.6 128 湛河区 平顶山市 11.9

17 上蔡县 驻马店市 63.6 129 瀍河回族区 洛阳市 11.3

18 光山县 信阳市 61.7 130 新华区 平顶山市 11.1

19 夏邑县 商丘市 61.1 131 湖滨区 三门峡市 11.0

20 淅川县 南阳市 60.9 132 老城区 洛阳市 11.0

21 新密市 郑州市 58.9 133 牧野区 新乡市 10.8

22 杞县 开封市 58.6 134 卫东区 平顶山市 10.8

23 浚县 鹤壁市 55.4 135 凤泉区 新乡市 10.7

24 禹州市 许昌市 53.5 136 顺河回族区 开封市 10.3

25 正阳县 驻马店市 52.6 137 中站区 焦作市 9.9

26 潢川县 信阳市 52.4 138 北关区 安阳市 9.8

27 虞城县 商丘市 50.7 139 马村区 焦作市 9.1

28 柘城县 商丘市 50.5 140 山阳区 焦作市 8.0

29 登封市 郑州市 50.5 141 卫滨区 新乡市 5.5

30 灵宝市 三门峡市 50.2 142 鼓楼区 开封市 5.2



 宏观研究 

请务必阅读最后特别声明与免责条款 www.ykzq.com  23 / 33 

 

图表28：2021 年河南省代表区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及增速 

 

资料来源：河南省各区县人民政府、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注：截至 2022 年 11 月，禹王台区、鹤山区、石龙区这 3 区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数据尚未公布 

 

 

图表29：2021 年河南省 18 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主要结构情况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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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 9.2% 14.0% 4.0% 1.4% 8.2% 7.3% 3.1% 27.4% 4.7% 4.3% 29.5% 39.5%

洛阳 9.8% 17.5% 3.9% 2.0% 12.1% 9.8% 3.2% 14.2% 11.2% 3.9% 39.3% 32.5%

南阳 9.1% 22.2% 1.9% 0.8% 15.4% 13.5% 2.6% 4.4% 15.5% 4.3% 51.2% 26.8%

许昌 15.5% 19.7% 2.4% 1.6% 12.6% 10.7% 3.6% 9.0% 9.2% 3.9% 43.0% 25.7%

周口 10.5% 18.8% 1.0% 0.9% 14.1% 13.6% 1.9% 7.3% 13.4% 5.1% 46.6% 27.8%

新乡 11.3% 19.1% 2.1% 2.2% 13.7% 11.2% 3.3% 6.4% 11.6% 5.6% 44.0% 26.9%

商丘 9.9% 17.7% 1.9% 0.8% 14.2% 14.6% 2.3% 7.9% 14.4% 3.3% 46.5% 27.9%

驻马店 9.4% 19.0% 2.9% 0.9% 14.9% 13.7% 2.4% 6.5% 16.5% 3.2% 47.6% 28.5%

信阳 8.7% 21.1% 1.5% 1.0% 13.1% 12.1% 2.3% 5.8% 18.1% 5.0% 46.3% 31.1%

平顶山 12.8% 19.8% 1.7% 1.4% 13.4% 11.5% 1.6% 5.4% 12.7% 4.0% 44.7% 23.7%

开封 16.6% 15.8% 2.0% 1.4% 14.1% 11.8% 3.1% 8.6% 12.5% 2.2% 41.6% 26.4%

安阳 12.1% 19.5% 1.4% 1.6% 11.9% 12.5% 3.3% 8.7% 10.7% 4.5% 43.9% 27.2%

焦作 9.1% 15.3% 1.7% 1.4% 13.7% 10.9% 3.9% 12.4% 8.3% 5.6% 39.9% 30.3%

濮阳 8.7% 20.1% 1.9% 1.2% 12.0% 11.3% 3.0% 6.5% 15.1% 3.9% 43.5% 28.6%

漯河 12.5% 16.9% 2.8% 2.0% 11.6% 9.3% 2.6% 11.9% 9.8% 3.5% 37.7% 27.8%

三门峡 17.9% 16.6% 1.8% 1.0% 10.8% 10.1% 2.8% 7.3% 12.7% 4.2% 37.5% 27.1%

鹤壁 13.3% 16.5% 3.3% 1.9% 11.5% 10.0% 2.6% 9.3% 10.1% 3.4% 38.0% 25.3%

济源 16.0% 19.5% 1.5% 1.6% 11.0% 7.6% 4.1% 6.6% 10.9% 4.2% 38.1%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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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0：2021 年河南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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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截止 2022 年 11 月，信阳、安阳、济源尚未公布政府性基金收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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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1：2021 年河南省区县政府性基金收入排行榜（前 30 名与后 30 名） 

 

资料来源：河南省各区县人民政府、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注：截至 2022 年 11 月，新郑市、永城市、宛城区等 35 个区县数据尚未公布，以上排名以公

布数据的区县为准，可能与真实排名存在较大差距  

 

 

 

 

 

 

 

 

 

 

 

 

排名 区县 城市 政府性基金收入 排名 区县 城市 政府性基金收入

1 兰考县 开封市 43.2 92 新乡县 新乡市 4.4

2 长垣市 新乡市 39.4 93 召陵区 漯河市 4.3

3 尉氏县 开封市 37.9 94 博爱县 焦作市 4.3

4 唐河县 南阳市 33.9 95 卧龙区 南阳市 4.2

5 中牟县 郑州市 32.8 96 通许县 开封市 4.2

6 新蔡县 驻马店市 27.5 97 卫辉市 新乡市 4.1

7 滑县 安阳市 23.3 98 北关区 安阳市 3.1

8 濮阳县 濮阳市 23.1 99 嵩县 洛阳市 2.4

9 宝丰县 平顶山市 23.0 100 源汇区 漯河市 2.2

10 上蔡县 驻马店市 21.8 101 山城区 鹤壁市 1.5

11 邓州市 南阳市 21.4 102 义马市 三门峡市 1.3

12 清丰县 濮阳市 20.6 103 涧西区 洛阳 0.8

13 禹州市 许昌市 19.4 104 安阳县 平顶山 0.6

14 新安县 洛阳市 19.3 105 浉河区 新乡 0.2

15 淮阳区 周口市 18.1 106 凤泉区 焦作 0.2

16 汝州市 平顶山市 18.0 107 川汇区 焦作 0.0

17 夏邑县 商丘市 17.7 108 金水区 郑州市 0.0

18 商水县 周口市 17.5 109 管城回族区 郑州市 0.0

19 固始县 信阳市 17.2 110 中原区 郑州市 0.0

20 虞城县 商丘市 17.1 111 二七区 郑州市 0.0

21 老城区 洛阳市 17.1 112 洛龙区 洛阳市 0.0

22 长葛市 许昌市 16.4 113 红旗区 新乡市 0.0

23 封丘县 新乡市 16.0 114 西工区 洛阳市 0.0

24 内乡县 南阳市 15.8 115 卫东区 平顶山市 0.0

25 汝南县 驻马店市 15.6 116 睢阳区 商丘市 0.0

26 民权县 商丘市 15.1 117 湛河区 平顶山市 0.0

27 方城县 南阳市 14.8 118 解放区 焦作市 0.0

28 鲁山县 平顶山市 14.3 119 中站区 焦作市 0.0

29 林州市 安阳市 13.9 120 瀍河回族区 洛阳市 0.0

30 淅川县 南阳市 13.8 121 卫滨区 新乡市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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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2：2021 年河南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排名第 22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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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3：2021 年河南省 18 地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情况 

 

资料来源：河南省各地市人民政府、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注：截止 2022 年 11 月，济源、安阳、信阳尚未公布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数据 

 

图表34：2021 年河南省 18 地市社保基金收入 

 

资料来源：河南省人民政府、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注：截止 2022 年 11 月，漯河、安阳、开封、信阳、商丘、许昌、郑州尚未公布社会保险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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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5：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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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021 年河南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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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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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7：2021 年河南各区县地方政府负债率（前 30 名与后 30 名） 

 

资料来源：河南省各区县人民政府、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注：截至 2022 年 11 月，宛城区、平桥区这 2 个区县数据尚未公布 

 

  

排名 区县 城市

地方政府

债务余额

(亿元)

负债率

(%)
排名 区县 城市

地方政府

债务余额

(亿元)

负债率

(%)

1 台前县 濮阳市 46.9 37.3 125 偃师区 洛阳市 35.0 7.5

2 安阳县 安阳市 37.9 35.2 126 新野县 南阳市 22.0 7.3

3 濮阳县 濮阳市 99.3 32.8 127 湛河区 平顶山市 17.2 7.2

4 淅川县 南阳市 79.5 29.3 128 长葛市 许昌市 57.5 7.0

5 睢阳区 商丘市 86.0 26.8 129 孟津区 洛阳市 37.0 6.7

6 新蔡县 驻马店市 78.6 26.6 130 殷都区 安阳市 21.2 6.5

7 卢氏县 三门峡市 33.2 25.6 131 解放区 焦作市 11.6 6.4

8 惠济区 郑州市 73.2 23.9 132 凤泉区 新乡市 5.3 6.4

9 光山县 信阳市 61.6 23.7 133 召陵区 漯河市 31.9 5.6

10 民权县 商丘市 63.1 23.2 134 卧龙区 南阳市 32.7 5.2

11 上街区 郑州市 39.9 22.6 135 马村区 焦作市 4.7 5.2

12 卫辉市 新乡市 41.6 22.3 136 中原区 郑州市 66.0 5.1

13 荥阳市 郑州市 123.7 22.3 137 老城区 洛阳市 9.8 5.1

14 鲁山县 平顶山市 41.7 21.7 138 新华区 平顶山市 14.7 4.2

15 舞钢市 平顶山市 34.2 21.5 139 龙亭区 开封市 13.5 4.0

16 汤阴县 安阳市 37.3 21.3 140 湖滨区 三门峡市 12.1 3.8

17 浚县 鹤壁市 62.3 21.2 141 川汇区 周口市 10.7 3.4

18 睢县 商丘市 51.1 20.7 142 禹王台区 开封市 3.1 3.1

19 淮阳区 周口市 62.1 20.4 143 管城回族区 郑州市 49.4 2.7

20 汝州市 平顶山市 109.0 20.4 144 华龙区 濮阳市 18.2 2.6

21 社旗县 南阳市 40.2 20.2 145 卫滨区 新乡市 2.4 1.9

22 息县 信阳市 57.9 20.1 146 西工区 洛阳市 9.9 1.8

23 南召县 南阳市 38.9 20.0 147 牧野区 新乡市 4.2 1.8

24 淮滨县 信阳市 50.4 19.9 148 洛龙区 洛阳市 12.6 1.8

25 兰考县 开封市 80.9 19.9 149 涧西区 洛阳市 8.9 1.3

26 南乐县 濮阳市 36.9 19.9 150 鼓楼区 开封市 1.2 1.2

27 石龙区 平顶山市 8.2 19.6 151 金水区 郑州市 27.8 1.0

28 唐河县 南阳市 81.8 19.4 152 红旗区 新乡市 4.9 0.8

29 新县 信阳市 34.3 19.0 153 瀍河回族区 洛阳市 1.1 0.8

30 内黄县 安阳市 34.8 18.6 154 顺河回族区 开封市 1.1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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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8：2021 年河南省代表区县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及增速 

 
资料来源：河南省各区县人民政府、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39：2021 年河南省代表区县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与限额 

 

资料来源：河南省各区县人民政府、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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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0：2021 年河南省代表区县地方政府债务结构 

 

资料来源：河南省各区县人民政府、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41：2021 年河南省代表区县地方政府负债率 

 

资料来源：河南省各区县人民政府、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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