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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般公共预算来看，大部分地区在预算报告中提高了2023年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预计增速。不少省份判断今年经济运行有望总体回升，叠加各地产业

等优势，预计带动财政收入出现恢复性增长，这也是今年地方财政普遍预计

收入增长的基础。总体来看，大部分地区判断2023年增收压力大、财政收

支矛盾突出。

从政府性基金预算来看，2022年土地收入下滑严重，部分省份完成度较低。

受房地产市场下行冲击，2022 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同比下降23.3%，地方政

府性基金收入同比下降 21.6%。地方政府对2023年土地出让收入状况预期

分化，大部分省份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水平低于2021年。全国31个省市

2023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加权增速为-1.9%。

地方债提前批额度超出预期，较2022年大幅增长。31省市自治区公布的2023

年地方债提前批额度合计2.62万亿，较2022年同比增长45.3%。其中专项

债提前批额度合计2.19万亿，同比增长49.8%。2023年发行节奏继续前置，

一季度将形成发行高峰。专项债投向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

多地仍然把扩大有效投资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提高2023年重大项目

投资计划，总体较2022年重大项目计划投资额增长20%。各省在政府工作

报告和一号文中提及大量稳增长政策，包括重大项目投资计划和当

年实物工作量形成。根据收集到的数据，16 个省份的投资计划总额

从 2022 年的 8.9 万亿增加到 2023 年的 10.7 万亿。从去年来看，

多省份超额完成重大项目投资计划，总体完成额超出计划 23%，预

计今年部分省份仍将超额完成投资计划。

年初多地重大项目密集开工，1月开工项目投资额创历史新高。1 月全国开

工总投资额约 93819.2 亿元，环比增长 243.7%，同比增长 93.0%。其中

1 月总投资额超万亿的省份有河南、湖北和广东，总投资分别为 16214

亿元、15816 亿元、12247 万亿元。

风险提示：经济恢复不及预期，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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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财政收入：恢复性增长

习总书记在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财政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按照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要求，加大财政宏观调控

力度，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着力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在两会前的数据空

窗期，本文试着从财政预算和投资计划探究地方政府稳经济的力度。

从一般公共预算来看，地方政府普遍预计财政收入恢复性增长。2023 年各地 GDP

加权增速目标 5.6%，略低于 2022 年的 6.1%。与此相反，31 个省级行政区的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总额为 11.6 万亿，相较于 2022 年执行数增长约 6.2%，高于 2022

年预算增速（5.0%）1.2 个百分点。

分开来看，和 2022 年预算案相比，有 19 个省市提高了今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

速预期，8个省市降低了收入增速预期，4 个省市维持不变。大部分地区的收入预

算增速都在 5%以上，其中超过两位数的有海南（15.1%）、吉林（14.5）、河南

（14.3%）、甘肃（13%）、湖北（10%）、新疆（10%）；但也有部分省份将预算

收入增速定在了 5%以下，分别为西藏（4.7%）、北京（4%）、天津（4%）、陕西

（3%）、江西（3%）、内蒙古（0.9%）。

预算增速与 2022 年预算完成度负相关。增速最高的海南和吉林在 31 个省市中

2022 年预算完成度最低，分别为 82.2%和 72.9%，远低于总体完成度 93.3%。而目

标增速最低的内蒙古和陕西则完成度最高，分别为 117.7%和 115.9%。

图1：2023 年大部分省份提高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

资料来源:各省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注：此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自然口径，不包括地方政府一般债务收入、中央补助收入、上年结转收入等

多数地区政府判断今年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走势与 2022 年相反。受经济下行、

退税减税等影响，2022 年税收收入明显下滑，非税收入则大幅增长。而从地方财

政预算报告来看，不少省份预计 2023 年税收收入增速将高于非税收入增速。比如，

广东预计今年税收收入增速为 16.5%，非税收入增速为-21.7%，主要是 2022 年盘

活政府资产等一次性收入提高了非税收入基数；山东预计今年税收收入和非税收

入分别增长 15%和-15.7%。

总体来看，大部分地区判断增收压力大、财政收支矛盾突出。预计今年我国经济

总体回升，加上 2022 年缓缴税收补交、集中实施留抵退税后基数偏低，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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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收入将实现一定的恢复性增长；但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需求收缩、供给

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依然较大，叠加 2023 年盘活政府资源资产空间缩小，落

实相关减税降费政策也将减少财政收入规模，财政收支矛盾仍然突出。

表1：31 个省市自治区财政预算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亿元）

地区 2023 目标增速（%） 2023 预算数 2022 执行数 2022 目标增速（%） 2022 预算数 2021 执行数 2022 预算完成度（%）

海南 15.1 958 832.4 10 1013 921.2 82.2

吉林 14.5 974.8 851 2 1166.8 1144 72.9

河南 14.3 4871.1 4261.6 5 4564.8 4347.4 93.4

甘肃 13 1026 907.6 6.5 1066.8 1001.8 85.1

湖北 10 3610 3281 7 3513.25 3283 93.4

新疆 10 2078.1 1889.2 7 1731.9 1618.6 109.1

四川 9.7 5358 4882.2 4.4 4983 4773.3 98

黑龙江 9 1406.7 1290.6 6.5 1385 1300.5 93.2

重庆 8.4 2280 2103.4 3 2354 2285 89.4

湖南 8 3350 3101.8 6 3446 3250.7 90

安徽 7.1 3844 3589 5.8 3700 3498 97

河北 6 4329 4084 6.5 4438.5 4167.6 92

贵州 6 1999.54 1886.36 5 2068 1969.51 91.2

上海 5.5 8028 7608.2 6 8240 7771.8 92.3

江苏 5.5 9770 9258.88 4.3 10450 10015.16 88.6

福建 5.5 3522.71 3339.06 5 3552.55 3383.38 94

宁夏 5.5 485.5 460.1 5 483 460 95.3

山西 5 3626.59 3453.89 6 3004.68 2834.61 115

辽宁 5 2650 2524.3 4 2876 2764.7 87.8

浙江 5 8440 8039.38 6.5 8800 8262.57 91.4

山东 5 7460 7104.04 5 7650 7284.45 92.9

广东 5 13943.72 13279.73 5 14808.6 14103.43 89.7

广西 5 1772 1687.72 3 1855 1800.12 91

云南 5 2046 1949.3 3 2346 2278.2 83.1

青海 5 345.6 329.1 5.5 347 328.8 94.8

西藏 4.7 188 179.6 -2 208.8 213 86

北京 4 5942.9 5714.3 4 6169.6 5932.3 92.6

天津 4 1921 1846.6 3 2205 2141 83.7

江西 3.1 3040.4 2948.3 5 2952.5 2812.3 99.9

陕西 3 3410.9 3311.6 3 2858.5 2775.3 115.9

内蒙古 0.9 2850 2824.4 2.1 2400 2349.9 117.7

合计 6.2 115528.56 108818.66 5 116638.28 111071.63 93.3

资料来源：各省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国信经济研究所整理

注：按目标增速排序，红色代表预算增速提高，蓝色代表预算增速下调，白色代表不变

从政府性基金账户来看，由于土地收入下滑严重，部分省份 2022 年预算完成度

较低。受房地产市场下行冲击，2022 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同比下降 23.3%，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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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下降 21.6%。31 个省市自治区中，仅有上海和海南政府性基

金收入实现正增长。下滑最严重的是天津和辽宁，同比增速分别为-62.5%和

-55.7%，仅完成预算的 25.9%和 38.6%。但天津和辽宁政府认为 2023 年将迎来大

幅反弹，政府性基金预算增速分别为 134.2%和 109.5%。

图2：2023 年大部分地区提高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增速（%）

资料来源:各省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注：不包括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中央补助、上年结转等

地方政府对 2023 年土地出让收入状况预期分化，大部分省份的预算收入水平低

于 2021 年。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 2023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加权增速为-1.9%。

其中海南、新疆、陕西、内蒙古、宁夏和甘肃 6 个省份预期较为乐观，预计 2023

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将超过 2021 年水平；湖南、西藏、北京、浙江、江西、江苏、

上海、贵州和四川共 9 个省份预期 2023 年政府性基金收入会较 2022 年下跌，且

远低于 2021 年水平；其余 16 个省份预期 2023 年土地收入将迎来反弹，但仍然低

于 2021 年水平。

图3：6 省预期 2023 年政府性基金收入超过 2021 年 图4：9省预期 2023 年政府性基金收入继续下跌

资料来源: 各省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 各省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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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1 个省市自治区财政预算案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情况（亿元）

2023 预算增速（%） 2023 预算数 2022 执行数 2022 预算增速（%） 2022 预算数 2021 执行数 2022 年预算完成度（%）

天津 134.2 992.5 423.7 45.1 1634.9 1126.5 25.92

辽宁 109.5 1098.5 524.4 14.8 1360.2 1184.6 38.55

甘肃 64.9 606.9 368.1 15.1 678.6 589.4 54.24

新疆 60.3 847.8 528.9 5.1 637.2 606.1 83.00

内蒙古 40.4 572.3 407.7 42.8 720.9 504.8 56.55

河南 39.2 3079.8 2213.2 7.7 3633.3 3374.6 60.91

陕西 39.2 2731.9 1962.6 -10.8 2126.7 2385.4 92.28

山西 32.4 832.5 629.0 8.9 1068.0 980.5 58.89

河北 32.3 2668.3 2016.1 10.2 3092.6 2807.0 65.19

吉林 30.5 477.2 365.7 -16.1 787.7 938.4 46.43

云南 29.6 804.5 620.8 9.9 1194.1 1087.0 51.99

宁夏 22.9 158.8 129.2 42.6 207.8 145.7 62.18

青海 22.0 113.0 92.6 -20.8 157.8 199.3 58.68

海南 17.8 552.4 468.9 36.7 538.8 394.1 87.03

广西 17.5 1305.6 1111.3 -10.2 1552.1 1729.2 71.60

黑龙江 14.1 174.4 152.9 11.2 411.8 370.3 37.13

湖北 11.7 3206.0 2870.8 -6.2 3680.9 3926.0 77.99

安徽 9.2 3376.8 3091.0 3.9 3654.0 3516.0 84.59

山东 5.0 6384.0 6080.4 -6.0 7500.0 7976.9 81.07

重庆 4.2 1827.0 1754.0 -13.6 2037.0 2358.0 86.11

福建 3.0 2710.3 2631.3 3.0 3443.0 3342.7 76.43

广东 3.0 5352.1 5196.2 0.0 8490.2 8490.9 61.20

湖南 -2.3 3117.9 3191.3 -3.1 3687.0 3805.7 86.56

西藏 -6.6 32.5 34.8 -1.3 45.5 46.1 76.48

北京 -10.0 2004.0 2227.5 -18.8 2198.2 2705.70 101.33

浙江 -11.9 8865.9 10069.0 -22.1 9067.5 11647.3 111.04

江西 -14.7 1920.8 2252.0 -36.9 1874.7 2971.8 120.13

江苏 -16.0 9636.3 11478.6 -18.2 11147.5 13633.0 102.97

上海 -25.3 3018.8 4041.5 -20.0 3014.0 3769.0 134.09

贵州 -27.5 1480.2 2041.3 -6.6 2224.4 2380.7 91.77

四川 -49.8 2400.0 4780.5 -51.0 2424.0 4950.5 197.22

合计 -1.9 72348.9 73755.2 -10.3 84290.3 93943.1 87.50

资料来源：各省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国信经济研究所整理

注：按目标增速排序，红色代表预算增速提高，蓝色代表预算增速下调，白色代表不变

地方债提前批：顶格下达

地方债2023年提前批下达额度超出预期，较2022年大幅增长。地方政府债的提前批

总量和发行节奏是今年财政政策的重要参考指标，31省市自治区公布的2023年地方

债提前批额度合计2.62万亿，较2022年同比增长45.3%。其中专项债提前批额度合

计2.19万亿，同比增长49.8%；一般债提前批额度同比增长28.2%。根据2018年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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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人大常委会七次会议，2019年以后下一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提前批不超过当年

新增债务限额的60%。去年新增专项债、新增一般债额度分别为3.65万亿、0.72万亿。

由此可见，2023年地方债提前批占2022年限额的60%，为顶格下达。

图5：提前批额度较去年大幅增长

资料来源: 各省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从发行节奏看，预计 2023 年地方债发行节奏继续前置。在监管部门要求尽快形成

实物工作量、6 月底将提前批专项债资金用完的背景下，一季度将出现专项债发

行高峰。发行计划显示，浙江、江苏、四川、河北等多省计划将专项债提前批额

度在2023年一季度全部完成发行。截至2月18日，2023年已发行新增专项债6324

亿、新增一般债 2703 亿，分别占专项债和一般债提前批限额的 28.8%和 63.1%。

图6：各省 2023 提前批一般债和专项债下达额度（亿元）

资料来源: 各省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除总量上涨外，专项债投向的覆盖范围也进一步扩大。在原有的九个类别外，2022

年专项债投向新增了新型基础设施和新能源两大领域；在专项债用于资本金方面，

近期新增了新能源项目、煤炭储备设施和国家级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三个领域。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及其项下所有内容

证券研究报告

9

表3：31 个省市自治区政府债提前批下达情况，按提前批额度排序（亿元）

地区
2023 提前

批

2022 提前

批
增幅（%）

2023 专项债提前

批

2022 专项债提前

批
增幅（%）

2023 一般债提前

批

2022 一般债提前

批
增幅（%）

广东 3189 1909 67.1 2975 1759 69.1 214 150 42.7

山东 2305 1263 82.5 2184 1203 81.5 121 60 101.7

浙江 1909 1259 51.6 1704 1063 60.3 205 154 33.1

四川 1566 1050 49.1 1339 882 51.8 227 168 35.1

河北 1573 950 65.6 1286 740 73.8 287 210 36.7

河南 1477 973 51.8 1271 820 55 206 153 34.6

江苏 1237 831 48.9 1085 713 52.2 152 118 28.8

湖北 1201 1130 6.3 964 946 1.9 237 184 28.8

江西 1062 793 33.9 885 664 33.3 177 129 37.2

安徽 1055 844 25 969 778 24.6 86 66 30.3

福建 1034 772 33.9 933 693 34.6 101 79 27.8

湖南 1024 760 34.7 833 620 34.4 191 140 36.4

重庆 948 558 69.9 882 486 81.5 66 52 26.9

陕西 694 464 49.6 544 326 66.9 150 138 8.7

广西 623 497 25.4 451 367 22.9 172 130 32.3

云南 591 677 -12.7 472 583 -19 119 94 26.6

天津 540 346 56.1 508 319 59.2 32 27 18.5

北京 537 317 69.4 450 252 78.6 87 65 33.8

甘肃 521 393 32.6 416 315 32.1 105 78 34.6

山西 493 355 38.9 350 241 45.2 143 114 25.4

上海 461 287 60.6 324 188 72.3 137 99 38.4

新疆 364 214 70.1 197 80 146.3 167 134 24.6

贵州 353 332 6.3 265 260 1.9 88 72 22.2

海南 323 145 122.8 259 95 172.6 64 50 28

黑龙

江

277 210 31.9 80 37 116.2 197 173 13.9

内蒙

古

206 190 8.4 45 60 -25 161 130 23.8

吉林 254 162 56.8 132 64 106.3 122 98 24.5

青海 130 188 -30.7 47 58 -18.3 83 130 -36.2

辽宁 120 62 93.5 66 22 200 54 40 35

兵团 59 39 51.3 12 4 200 47 35 34.3

宁夏 56 44 27.3 2 0 / 54 44 22.7

西藏 38 27 40.7 8 6 33.3 30 21 42.9

合计 26220 18041 45.3 21938 14644 49.8 4282 3335 28.4

资料来源：各省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国信经济研究所整理

投资：仍然是稳经济重要手段

多地仍然把扩大有效投资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将“千方百计扩大有

效投资”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据不完全统计，相较于 2022 年，22 个省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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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9 个省份上调 2023 年投资增速目标，5 个省份下调增速目标，其余省份

保持不变。其中西藏、海南、新疆、内蒙古、湖北、宁夏、甘肃、安徽、河

南、辽宁、重庆等 11 个省份均将今年投资增速目标定在 10%及以上。

图7：多数地区上调 2023 年固定资产形成额目标增速（%）

资料来源: 各省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各省均在政府工作报告和一号文中提出大量稳增长政策，包括重大项目投

资计划和当年实物工作量形成。其中河南、江西、浙江、广东四个省份超过

1 万亿。河南梳理出 1 万个左右重大项目，力争 2023 年全年完成投资 2 万

亿元以上，围绕产业转型、交通基础设施、能源水利基础设施、民生保障和

社会事业等 4 个领域。目前，已列入“双百工程”项目 110 余个，总投资近

1.8 万亿元，单个项目平均超过 150 亿元，一季度计划完成投资 800 亿元以

上。江西 2023 年省级层面重点推进大中型建设项目 3558 个，计划年度完成

投资 1.56 万亿，其中往年已开工在建项目 1820 个，计划年度完成投资 8519

亿元。新开工项目 1738 个，计划年度完成投资 7042 亿元。浙江提出 2023

年推进省重大项目 1000 个左右，计划完成投资 1 万亿元以上，新开工重大

项目包括第一批安排杭州地铁四期、金七门核电一期、安华水库扩容提升等，

2023 年计划完成投资 2729 亿元。续建重大项目包括通苏嘉甬铁路、铁路杭

州萧山机场站枢纽及接线工程等，确保 2023 年完成投资 5608 亿元。广东全

年将安排省重点项目 1530 个，总投资约 8.4 万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1 万亿

元。其中基础设施工程年度计划投资 6159 亿元，为全部项目年度计划投资

的 61.6%；产业工程年度计划投资 3109 亿元，为全部项目年度计划投资的

31.1%；民生保障工程年度计划投资 732 亿元，为全部项目年度计划投资的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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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部分省市 2023 年重大项目投资额度（亿元）

资料来源: 各省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与 2022 年相比，2023 年各地总体计划投资额同比增速达到 20%。根据收集到的

数据，图 9 中 16 个省份的投资计划总额从 2022 年的 8.9 万亿增加到 2023 年的

10.7 万亿，同比增长 20%。部分省份大幅上调投资计划，显示出扩大投资稳增长

的决心。如河南和江西年内投资计划完成额分别较 2022 年上调 7000 亿、4000 亿，

增幅达到 54%和 36%。

图9：2023 年投资计划总体上调 20%（亿元）

资料来源: 各省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从去年来看，多省份超额完成重大项目投资计划。据不完全统计，去年多个省份

重大项目投资均超预期完成年度目标，图 10 中 17 个省份 2022 年计划总额和完成

总额分别为 8.6 万亿和 10.6 万亿，超额完成 23%。预计今年河南、江西、浙江、

广东等投资大省仍有较大概率超额完成投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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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022 年 17 个省份超额完成投资计划 23%（亿元）

资料来源: 各省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年初重大项目密集开工，1 月开工项目投资额创历史新高。据 Mysteel 统计，2023

年 1 月全国共开工 11635 个项目，环比增长 189.5%；总投资额约 93819.2 亿元，

环比增长 243.7%，同比增长 93.0%，创 1 月开工投资额历史新高。其中 1 月总投

资额超万亿的省份有河南、湖北和广东，总投资分别为 16214 亿元、15816 亿元、

12247 万亿元。从开工节奏来看，2021、2022 年一季度开工投资额占全年总额的

40%以上，预计今年 2-3 月开工投资额继续维持高位。

图11：一月开工项目同比增长 93%（亿元）

资料来源: Mysteel、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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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部分省份重大项目投资相关表述

省份 重大项目投资相关表述

重庆 2023 年重庆计划市级重大项目 1123 个，总投资约 3 万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4300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8.2%、15.4%、18.4%，计划新开工项目 296

个、完工投用项目 228 个；前期规划研究项目 240 个、总投资约 1.1 万亿元。产业转型升级年度计划投资 868 亿元，其中电子产业计划投资增长 253.7%、

新能源汽车增长 176.5%、新材料产业增长 107.4%。今年高铁全面发力，6 条高铁，渝昆、渝黔、渝万、渝西、城达万、成渝中线全面建设，计划新

开工渝宜高铁建设；轨道交通、高速公路有序推进，计划新开工轨道交通 7号线、17 号线，跟高新区密切相关，以及市郊铁路中心城区至永川线、

中心城区到南川线。中心城区的重大项目，年度计划投资 1700 亿元以上、占比超过 40%；主城都市区年度计划投资占比超过 70%。就业和社会保障项

目年度计划投资同比增长 290%，教育项目同比增长 80%，健康项目同比增长 48%。

浙江 2023 年推进省重大项目 1000 个左右，计划完成投资 1 万亿元以上，带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6%以上。第一批安排省重大项目 791 个，年度计划投资

8337 亿元。力争新建项目开工率达到 100%，投资完成率超过 100%。新开工重大项目：第一批安排杭州地铁四期、金七门核电一期、安华水库扩容提

升、金华铁路枢纽扩容改造工程、台州湾新材料产业园、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国家医学中心等 251 个新建项目，2023 年计划完成投资 2729

亿元。续建重大项目：第一批安排通苏嘉甬铁路、铁路杭州萧山机场站枢纽及接线工程、东苕溪防洪后续西险大塘达标加固工程、宁波舟山港六横公

路大桥、衢江抽水蓄能电站、湖畔实验室、省全民健身中心等 540 个续建项目，确保 2023 年完成投资 5608 亿元。

云南 今年一季度，云南全省计划开工项目 675 个、总投资 1973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764 亿元。根据项目计划书，能源以外工业项目 228 个、能源工业项

目 61 个、农业项目 268 个、数字经济项目 32 个、文化旅游项目 86 个。昆明、曲靖开工项目数均超过 100 个，昆明、曲靖、红河开工项目年度计划

投资均超过 100 亿元，滇中 5 州(市)势头强劲，开工项目个数、年度计划投资规模占全省的 60%左右。

新疆 2023 年，自治区计划完成公路交通建设投资 832 亿元，计划实施项目 66 个。其中，续建项目 54 个，新开工项目 12 个。自治区计划完成农村公路建

设投资 80 亿元，新改建农村公路里程 6000 公里。

西藏 2023 年西藏将加快实施国家“十四五”支持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 151 个项目，在 2023 年底前全部完成“十四五”项目实施方案项目前期工作。

天津 2023 年重点建设项目 673 个，总投资 1.53 万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2360.57 亿元。其中，新开工项目 192 个，总投资 3154.54 亿元，年度投资 934.12

亿元；续建项目 481 个，总投资 1.22 万亿元，年度投资 1426.44 亿元。安排重点储备项目 182 个，总投资 3834.62 亿元。其中，科技和产业创新类

项目 127 个、总投资 2399.71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277.98 亿元；先进制造业项目 201 个、总投资 2782.25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630.98 亿元；基础设

施和城市更新等项目 320 个、总投资 10721.76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1149.24 亿元；民生改善类项目 207 个、总投资 3246.91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302.37

亿元。

四川 2023 年重大项目建议清单，共 248 个项目，总投资约 3.3 万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3215 亿元。其中，交通项目共有 69 个纳入清单，总投资超 1.4 万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1365 亿元。制造业项目计划实施 58 个，总投资达 5000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670 亿元，主要聚焦电子信息、新能源材料、航空

装备、智能网联汽车、晶硅光伏、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和新兴产业领域。此外，两地拟推动实施 17 个创新平台项目。其中，位于重庆的国家应用数

学中心、中国科学院重庆科学中心，位于成都市的智慧医疗医学中心二期项目等计划在 2023 年完工。

上海 持续推进重大工程建设，全年完成投资 2150 亿元。2023 年上海市重大工程计划安排正式项目 191 项，其中科技产业类 77 项，社会民生类 27 项，生

态文明建设类 17 项，城市基础设施类 62 项，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类 8 项；另计划安排预备项目 48 项。目前，已列入“双百工程”项目 110 余个，

总投资近 1.8 万亿元，其中，单个项目平均超过 150 亿元，一季度计划完成投资 800 亿元以上。

陕西 陕西今年安排省级重点建设项目 643 个，总投资 20356 亿元，年度投资 4818 亿元。其中，新开工项目 247 个,年度投资 1667 亿元。这 643 个省级重

点建设项目，陕西聚焦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西安综合性科学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国家医学中心等重大战略和发展定位，重点推进 24 条制造业重

点产业链“两链融合”项目 87 个，总投资 1411 亿元，年度投资 417 亿元；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增加 46 个，总投资增加 838 亿元，年度投资增加 432

亿元，在全省总盘子中的占比分别提升了 2.8 个百分点和 8 个百分点；煤炭分质利用、可降解塑料、高端聚烯烃等领域的重点项目有 55 个，总投资

3393.65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862.7 亿元，占 2023 年省级重点项目总盘子的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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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2023 年省重点项目共 1400 个，总投资 1.09 万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3446 亿元。重点项目包括三个方向：新旧动能转换优选项目 700 项，主要是紧扣

“十强”产业、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突出传统产业改造升级、降碳提质以及新兴产业绿色赋能、数字化转型，推动一批“四新”投资项

目和支撑产业突破发展的重点骨干项目。“双招双引”签约项目 200 项，主要是做好省级重大招商签约活动、市县负责同志招商引资活动成果落地，

将各地已正式签约或签订投资意向的优质项目纳入推进体系，项目以省外投资为主、确保 2023 年开工落地。补短板项目 500 项，主要是聚焦生态环

保、老旧小区改造、市政基础设施、粮食能源储备、社会民生保障等，推进一批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提升民生保障能力、补齐短板弱项的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项目。

青海 重点推进重大项目 800 个以上，总投资 1.3 万亿元；铁路方面，加快建设西成铁路，机场方面开工建设共和机场，高速公路突破 5000 公里，水利方

面力争引黄济宁工程早日开工，能源方面开工哇让、同德等抽水蓄能电站。

宁夏 2023 年计划实施重点项目 1000 个以上，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200 亿元以上。2023 年度，自治区确定“155”自治区本级重点项目投资计划，包括 101

个重点建设项目、52 个重点预备开工项目、51 个重点前期项目，以形成梯次推进、持续用力、前景可期的工作格局。其中，自治区本级重点建设项

目 101 个，总投资 4049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667 亿元，包含产业项目 67 个，基础设施项目 21 个，社会事业项目 5 个，民生改善工程 8 个；自治区

本级重点预备开工项目 52 个，项目总投资约 1393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约 197 亿元；自治区本级重点前期工作项目 51个，项目总投资约 3245 亿元。

内蒙

古

今年全区计划实施政府投资 5000 万元以上、企业投资亿元以上项目 3168 个，总投资 3.2 万亿元，年度计划完成投资 7739 亿元，较去年增加 1403

亿元。其中：总投资 100 亿元及以上项目 52 个，较去年增加了 11 个；50 亿元至 100 亿元项目 98 个，较去年增加了 45 个。从投资类型看，今年全

区政府投资项目 1077 个，年度计划完成投资 1364 亿元，较去年增长 166 亿元。企业投资项目 2091 个，年度计划完成投资 6375 亿元，较去年增长

1237 亿元。两类项目年度计划投资额均实现了稳步增长。从建设性质看，今年全区新建项目 1592 个，年度计划完成投资 4118 亿元，较去年增加 875

亿元。续建投资项目 1576 个，年度计划完成投资 3621 亿元，较去年增加 528 亿元。新建项目年度投资计划超过了续建项目。

辽宁 辽宁 2023 年将以交通强省建设和当好振兴发展开路先锋为总目标，重点抓好畅联辽宁工程建设、综合运输服务能力提升等 7方面工作，推动实施 64

项亿元以上重点交通项目，总投资规模达 3460 亿元，完成投资 530 亿元，同比增长 15.3％，为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做好坚实的交通运输服务保障。

江西 2023 年省级层面重点推进大中型建设项目 3558 个(均为投资亿元以上项目)，计划年度完成投资 1.56 万亿，其中往年已开工在建项目 1820 个，计划

年度完成投资 8519 亿元。计划新开工项目 1738 个，计划年度完成投资 7042 亿元。

江苏 2023 年度省级重大项目清单，220 个项目年度计划总投资 5666 亿元，较上一年增加 76亿元。另有储备项目 45 个，比上一年增加 18 个。储备项目数

量大幅增加，旨在为稳投资、稳增长蓄能储劲。计划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2002 亿元，同比增长 10.7%。

湖北 1 月 31 日，湖北省举行一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集中开工亿元以上重大项目 2506 个，总投资 1.5 万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4460 亿元，再创单

季新高。湖北这次集中开工的 2506 个亿元以上项目中，百亿元以上项目 20 个，总投资 15492 亿元，项目数量、投资规模均超历史同期。先进制造业、

现代服务业投资占比 58.2%，基础设施投资占比 29.8%。

黑龙

江

2023 年，黑龙江提出“1113”的目标，确保今年在建项目 1 万个，总投资 1 万亿元，其中，省级重点项目 1000 个，年度完成投资 3000 亿元。通过

突出重大项目建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为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河南 河南省人民政府印发《大力提振市场信心促进经济稳定向好政策措施》，聚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现代服务业、现代综合交通体系、新型基础设施等

10 大领域，梳理出 1 万个左右重大项目，力争 2023 年全年完成投资 2 万亿元以上。同时，继续办好“三个一批”活动，完善“三个一批”活动评价

细则和项目遴选核查程序，带动 2023 年全年完成工业投资 1.15 万亿元。据统计，全省集中签约项目 611 个，总投资 7069 亿元；开工项目 1271 个，

总投资 1.6 万亿元；投产项目 1443 个，总投资 8792 亿元。为进一步突出标志性项目的引领作用，河南围绕产业转型、交通基础设施、能源水利基础

设施、民生保障和社会事业等 4 个领域，遴选 100 个百亿级重大项目，按照“一项目一方案一专班一责任领导”要求强力推进。目前，已列入“双百

工程”项目 110 余个，总投资近 1.8 万亿元，其中，单个项目平均超过 150 亿元，一季度计划完成投资 800 亿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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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投资计划名单共列项目 507 项，总投资 1.32 万亿元，2023 年预计完成投资 2600.1 亿元。其中:新开工项目 261 项，总投资 5455.1 亿元，年度预计

投资 1093.4 亿元；续建项目 194 项，总投资 6646.1 亿元，年度预计投资 1298.8 亿元；建成投产项目 52项，总投资 1131 亿元，年度预计投资 207.9

亿元。涵盖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链现代化提升、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和民生补短板等领域。

分行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 256 个，总投资 3213.2 亿元，主要包括信息智能、生物医药健康、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新材料、节

能环保等领域项目。产业链现代化提升项目 70 个，总投资 2762.6 亿元，主要包括钢铁石化、食品、农业产业化、轻工等领域项目。现代服务业项目

89 个，总投资 1166.7 亿元，主要包括孵化产业设施、商贸物流、文体旅游等领域项目。基础设施项目 63 个，总投资 5369.4 亿元，主要包括能源、

交通、水利等领域项目。民生补短板项目 29 个，总投资 720.3 亿元，主要包括新型城镇化、医疗、教育、养老等领域项目。

海南 2 月 6 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项目 2023 年度第一批集中开工仪式在海口江东新区举行。本次集中开工项目共 167 个，总投资 597 亿元，2023 年计

划投资 180 亿元。

贵州 2023 年，贵州计划推进实施省重大项目 4000 个以上、完成投资 8000 亿元以上，坚定不移扩大有效投资、优化投资结构、保持投资合理增长。2023

年，贵州省还将通过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有效带动全社会投资，安排省级政府年度投资计划 490 亿元左右，大力推进 2500 个重点民间投资项目建设。

其中，重点扩大产业投资，深入实施产业及产业配套基础设施补短板专项行动，开展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支持企业加快设备更新改造，为推动经济

实现整体好转、风险得到有效控制、社会大局保持稳定作出积极贡献。第一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情况：共开工重大项目 687 个，总投资 3767.67 亿

元，其中“四化”项目 564 个、基础设施项目 88个、民生工程 35 个。

广西 第一批重大项目方案共计 2528 个项目，总投资 46486.42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4261.67 亿元。

广东 广东全年将安排省重点项目 1530 个，总投资约 8.4 万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1 万亿元。其中，100 亿元以上规模的项目达 205 个，50 亿元至 100 亿元

规模的项目有 152 个，囊括基础设施工程、产业工程、民生保障工程共三大行业。其中，安排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项目 991 个，年度计划投资 6758 亿

元；安排铁路项目 35个、综合交通枢纽项目 8 个、城市轨道交通项目 28 个，年度计划投资共 1491 亿元；安排综合交通、水利、能源等基础设施类

项目 371 个，年度计划投资 4900 亿元；安排科创项目 28 个，年度计划投资 85 亿元。分行业来看：基础设施工程年度计划投资 6159 亿元，为全部项

目年度计划投资的 61.6%；产业工程年度计划投资 3109 亿元，为全部项目年度计划投资的 31.1%；民生保障工程年度计划投资 732 亿元，为全部项目

年度计划投资的 7.3%。

甘肃 2023 年甘肃省将持续扩大交通领域有效投资，计划完成投资 1300 亿元，8 个县将实现通高速公路，全面开工建设平庆铁路、兰张三四线武张段，加

快建设兰州中川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加大水利工程建设力度，黄河甘肃段河道防洪治理等力争年内开工；强化城镇建设补短板。

福建 2023 年度省重点项目 1580 个，其中省在建重点项目 1409 个，省预备重点项目 171 个，总投资 4.09 万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6480 亿元。分行业来看：

省在建重点项目（1409）：农林水利 104 个、交通 116 个、能源 37 个、城乡建设与生态环保 184 个、工业 691 个、服务业 135 个、社会事业 142 个。

省预备重点项目（171）个：农林水利 11 个、交通 29 个、能源 12 个、城乡建设与生态环保 20 个、工业 77 个、服务业 12 个、社会事业 10 个。

北京 预计今年将持续发挥“3个 100”市重点工程品牌效应和示范引领作用，集中推进 100 个重大科技创新及高精尖产业项目、100 个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和 100 个重大民生改善项目，对全市投资支撑比例将保持在三成以上，以重大项目带动扩大有效投资。2023 年第一批 50 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总投

资约 486 亿元，预计 2023 年内完成投资超 140 亿元。目前已梳理出一季度计划开工 160 项市区重大项目。除 1 月份开工 50 个项目外，二、三月份计

划开工项目 110 个，总投资近 2200 亿元。其中投资超过 10 亿元的项目有 13 个、总投资超 2020 亿元，包括京东方第 6 代新型半导体显示器件生产线、

2023 年保障性住房项目（打捆）等 2 个总投资超百亿元的重大项目。

安徽 今年一季度，全省开工项目 1017 个，总投资 7069.1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1956.7 亿元，涉及制造业、基础设施、民生工程等多个行业领域，其中制

造业项目投资额占总投资额 70.8%。各地各部门将增强“拼”和“抢”的紧迫感，聚焦重点领域，强化项目支撑，突出招大引强，推动项目快建设、

快竣工、快投产，力争首季“开门红”。

资料来源：各省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国信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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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经济恢复不及预期，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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