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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重庆位于我国西南部、长江上游地区，北部、东部及南部有大巴山、巫山、

武陵山、大娄山环绕，域内有长江、嘉陵江、乌江、涪江等交织。重庆气候

温和，雨量充沛，春夏之交夜雨尤甚，因此有"巴山夜雨"之说；地貌以丘陵、

山地为主，凭高眺远，万家灯火高低辉映，故而有“山城”之称。长江和嘉

陵江交汇之处，形成了重庆市中心城区，地处平缓，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区域。

渝东北三峡库区和渝东南武陵山区则落在重庆市山地、丘陵地带，经济发展

较为落后。在老工业基地基础上，重庆市形成了以交通工具制造、电子信息

产业及其周边产业为主导的工业格局。从 1994 年三峡工程的开工，到 1997

年重庆直辖市设立、2000 年“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再到如今的成渝双城

经济圈建设，20 世纪 90 年代后重庆市在数次发展机遇中不断成长。西部大开

发战略实施以来，重庆经济迅速崛起，年均名义增速超 10%，在 31 省市间的

排名由 2000 年的第 20 位上升至 2022 年的第 16 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也由

2000 年的 87.2 亿元增长至 2022 年的 2103.4 亿元。2022 年，重庆 GDP 总量

已反超广州晋升我国第四大城市。 

地方经济发展起步阶段，资金不足往往是最大困境，重庆选择了土地作为推

动城市发展的关键角色。重庆市通过土地出让，为城市发展筹措了大量建设

资金，此为土地财政；同时，土地还还可以作为抵押资产，为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提供融资保障，此为土地金融。2022 年，重庆市土地出让收入增长至

1561.9 亿元，规模相当于 2022 年重庆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近四分之三。为

了解决城市建设需求，重庆市通过注入土地，成立了一批大型投融资集团，

用于基础设施建设。2022 年末，重庆市铁路营业里程数达 2781 公里，是 2000

年的 4.7 倍；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 4000 公里，是 2000 年的 17.2 倍，“轨

道上的都市区”、“1 小时通勤圈”建设取得关键进展。在“地产+基建”的城

市经营模式下，重庆市房地产市场规模较大。2021 年，重庆市新房销售单价

不足北京市的四分之一，但是，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却反超北京 216 亿元。

土地、房地产相关税收也成为了重庆市财政重要支柱收入。2020 年，重庆市

房地产业创造税收占比高达 23.0%，仅次于海南位列全国第二。同年，重庆房

产税创税占比（2.6%）排全国第一位，契税创税占比（6.7%）仅次于湖南，

位居全国第二。 

在土地助推下，重庆市经济发展迅速，但在繁荣之下，重庆市财政收入质量

欠佳、对房地产业依赖大、开放水平不高、城投债务负担重等问题也很突出。

经济形势反映到财政上，主要体现为： 

一是重庆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处于全国中游水平，但财政收入质量排名靠后。

2022 年，重庆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2103.4 亿元，排全国第 19 位，在直辖

市中排第 3 位。但从财政收入质量来看，重庆市排名靠后。2022 年重庆税收

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仅为 60.4%，在全国 31 个省份中排第 28 位，

在四直辖市中排名最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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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重庆市财政自给率与其新一线城市的定位并不相符。2022 年，重庆市财

政自给率为 43.0%。从省市区排名来看，重庆市财政自给率在全国 31 省份中

排第 13 位，处于中上游位置。但与杭州（99.3%）、南京（85.2%）、上海（81.0%）、

深圳（80.3%）等一线或新一线城市均有较大差距。 

三是重庆市税收收入对房地产业依赖较大。制造业和房地产业是重庆市创税

的两大最主要产业，创造税收占比分别为 26.3%和 23.0%，两者合计创造重庆

市税收近五成。但是，相对全国其他地区，重庆市制造业创税占比低，仅排

全国第 22 位。在房地产业的拉动下，重庆市第三产业创税占比明显高于其增

加值占比。 

四是地方政府城投平台有息债务造成的债务负担较大。重庆市地方政府显性

债务规模在全国排第 19 位，偿债压力有限。但是，考虑地方政府城投平台有

息债务形成的隐性债务后，债务规模和偿债压力上升明显。截至 2021 年底，

重庆市城投平台形成的有息债务总额达到 17710 亿元，债务规模排全国第 9

位。 

当前，国内大市场重要性不断提升，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共建“一带一路”、

长江经济带发展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发展机遇下，重庆市有望迎来

从高速发展到高质量发展的重大转变。一是虽然制造业整体创税占比较低，

但重庆市靠前布局计算机、航空航天器制造等高技术产业，并形成了一定产

业集群优势。2020 年，重庆市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等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电

子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创税占比分别排全国第 3、第 4 和第 5 位。在高质

量发展引导下，国家对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视程度不断

加强，重庆市产业竞争力有望进一步提高。二是潜在贸易市场不断扩大。重

庆是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示范建设城市之一，更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起点。

基础设施直接联通“一带一路”倡议、长江经济带等，重庆市产品的潜在市

场不断扩大，制造业发展潜力大。三是重庆市房价相对低，2005 年以来常住

人口不断增加。在人口总量达峰以及老龄化背景下，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重

要作用日益凸显。庞大和相对年轻的人口将有效增加重庆市经济增长动力。 

推动“土地+基建”经营城市的模式转向高质量发展，是下阶段重庆市将持续

推进的重大课题。一是通过强化创新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作用，

不断增强产业竞争力，有效提高制造业在经济中的占比。二是全面融入共建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倡议等国家开发开放战略，

推进开放通道、开放平台、开放口岸建设，以重庆市面向国际市场的基础设

施“硬联通”为抓手，进一步加强营商环境等“软实力”建设，共同推进对

外贸易提质增效。三是通过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改善带动税收收入增长，不

断提高财政收入质量；通过统筹财政资源，盘活、调动可用资源资金补充财

力化解债务问题。四是推动城投平台转型，明确资产运营管理目标，并完善

针对投融资平台运营的管理体系，创新经营模式，从专注城市基础设施，到

助力产业发展，持续领航城市经济。 

风险提示：区域经济转型不及预期；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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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庆市财政体制与税源结构概况 

根据《中国税务年鉴 2021》《中国财政年鉴 2021》《重庆统计年鉴 2021》及重庆市

各级地方政府财政决算报告，重庆市财政体制和税源结构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从对全国财政的净贡献来看，重庆市对中央财政净贡献为负，是净贡献为负

的唯一直辖市，中央转移支付对重庆市财政平衡起重要作用。2020 年，重庆市对中央财

政的净贡献为-950.9 亿元，在全国排第 12 位，在直辖市中排名最末，比直辖市中财政

净贡献排名第三的天津低 2713 亿元。考虑常住人口因素后，重庆市对中央财政的人均净

贡献为-0.30 万元，排全国第 13 位，位居河南省（-0.28 万元）与山西省（-0.32 万元）

之间。在中央税收返还与补助方面，2020 年中央对重庆的税收返还和补助为 2156 亿元。

占重庆市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包含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税收返还和补助收入、一

般债务收入、结转及调入收入等总计 5895 亿元）的 36.6%，中央的转移支付对重庆市财

政平衡起重要作用。 

第二，在省以下财政体制方面，重庆市本级政府收入、支出分配占比较其他直辖市

明显偏低。 

从收入看，重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集权程度较其他直辖市明显偏低。2021 年，重庆

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在市本级和区级政府间的分成比例为 34.9%和 65.1%，一般公共预算

市级收入占比在四个直辖市中排名最末，远低于北京（55.7%）、上海（45.4%）和天津

（41.6%）。从主体税种来看，重庆市创造的增值税在中央、市级、区县级的分配比例分

别为 50：25：25，企业所得税在中央、市级、区县级的分配比例分别为 60：20：20，个

人所得税在中央、市级、区县级的分配比例分别为 60：20：20。地税中，城镇土地使用

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契税和烟叶税均由区县级政府独享。与其他直辖市相比，

重庆市工业体系建设基础相对薄弱、城市经济底子也更薄，同时重庆的行政区域规模更

类似一个省。财权下放区县能够更加有效发挥下级政府的经济建设能动性，激发地方经

济发展活力。 

从支出看，重庆支出责任下沉区县，资源勘探、农林水、商业服务等方面的地方支

出责任占比大。从支出层级来看，重庆市支出下沉区县。2021 年重庆市本级、区县级政

府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比分别为 33.6%和 66.4%。与其余三个直辖市相比，重庆市本级政

府支出责任占比低。从支出结构来看，在粮油物资储备、金融、交通运输和社保就业方

面，重庆市本级政府的支出占比相对高，均超过 50%。在资源勘探、农林水、商业服务、

教育、住房保障、国防等方面，区级政府的支出责任占比高，区级支出占全市总支出比

高达 80%以上。将资源勘探、农林水、商业服务这样与地方实际情况联系紧密的支出责

任下放区县可以最大程度上利用地方政府的信息优势，提高财政支出效率。重庆市在四

直辖市中占地面积最大，常住人口最多，下辖区县级政府数量（38 个）也最多。与市级

政府相比，区县级政府对地方信息掌握更加全面。 

第三，分产业来看，重庆市制造业创税占比低、房地产业创税占比高。在房地产业

的带动下，重庆市第三产业的创税占比明显高于其增加值占比。在制造业中，重庆市的

优势集中在计算机及各类运输设备制造业及相关产业上，创税占比均排全国前列。进一

步细分产业来看，制造业和房地产业是重庆市的两大支柱税源，创造税收占比分别为 26.3%

和 23.0%，两者累积创造重庆市税收近五成。但是，对比全国其他地区，重庆市制造业

创税占比低，仅排全国第 22 位；房地产业创税占比高，排全国第 2。在房地产业的拉动

下，重庆市第三产业创税占比明显高于增加值占比。2020 年，重庆市第一、第二、第三

产业增加值占比分别为 7.2%、40.0%和 52.8%。同年，重庆市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创造

税收占比分别为 0.1%、38.0%和 61.9%。第三产业以全市 52.8%的增加值创造了 61.9%的

税收。在制造业中，重庆市的优势产业集中在计算机、汽车、船舶等通信、运输设备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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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上，培育出了长安汽车、中国四联、宗申摩托等全国知名品牌。2020 年，重庆市铁路

船舶航空航天等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电子设备、汽车制造业创税占比分别排全国第 3、

第 4 和第 5 位。同时，在优势产业带动下，重庆市电子信息、运输设备的相关产业创税

能力也十分突出。2020 年，重庆市仪器仪表制造业和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业创税占比业分

别排全国第 3 和第 7 位。 

第四，分税种来看，除了四大主要税种，重庆市土地相关税收收入占比高。增值税

是重庆创造的第一大税收收入，2020 年增值税贡献了重庆创造税收收入的 40.6%。企业

所得税、消费税、个人所得税创税占比分别为 20.5%、6.8%和 6.1%。除了以上四大税种，

土地相关税收收入占比高。近年来重庆常住人口持续上升，对重庆市房地产需求形成了

支撑。2020 年，重庆市房产税、契税创税占比分别达到 2.6%、6.7%，分别排全国第 1 位、

第 2 位。 

第五，从微观主体来看，重庆市内资私营经济创税占比相对较高。重庆市位于我国

西南腹地，与北京、天津、上海等东部地区直辖市相比，地理位置对重庆市外向型经济

发展造成了一定限制。2022 年，重庆市出口总额占 GDP 份额为 18.0%，小于上海（38.4%）

与天津（23.3%）。不仅出口总额占 GDP 份额相对较小，重庆市外商投资企业数也明显偏

少。2021 年，重庆市外商直接投资企业 6873 家，排全国第 19 位，外资企业数量仅为上

海的 7.1%。在此背景下，内资企业是重庆市创税的主力军。2020 年，重庆市内资企业创

税占比高达 81.6%，远高于其他直辖市。其中，内资私营企业创税占重庆市创税总额比

高达 31.4%，仅次于浙江（34.3%），排全国第二位。 

二、重庆财政形势：收入总量中等，但质量不高、土地财政的

依赖大，区县发展分化程度较低 

第一，重庆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处于全国中游水平，各区县收入差距相对较小，

呈现出中心城区高、周边城区低的空间分布特征。 

总体来看，重庆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处于全国中游水平。2021 年与 2022 年，重庆

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为 2285.5 和 2103.4 亿元，均排全国第 19 位，在四个直辖市中

排第 3 位。2022 年，考虑常住人口后，重庆市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6547 元，排名

全国第 14 位，在直辖市中排名最末。 

分区来看，重庆市各区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梯次分布，与其余直辖市相比，重庆市

各区县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差距并不明显。渝北区、万州区和江北区的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排重庆市各区县前列，收入分别为 73.9 亿元、71.5 亿元和 70.2 亿元，均在 70 亿元

以上，且第一名与第二名之间相差无几。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天津与上海。2021 年，

天津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排名第一的滨海新区，其收入是城区中排名第二的武清区的 6

倍。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也是排名第二的闵行区的 3.5 倍。合川区、江

津区和涪陵区分别以 66.3 亿元、63.1 亿元和 60.9 亿元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排重庆市第

4 至第 6 位。南岸区、九龙坡区、长寿区、璧山区、巴南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落在 50 余

亿元的区间内。随后收入落在 40、30、20、10 亿元区间的区县分别有 5 个、2 个、9 个

和 9 个。巫溪县和城口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最低，仅有 7.4 亿元和 4.6 亿元，均在 10 亿

元以下。虽然重庆各区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未拉开显著差距，但是在地理分布上，呈现

出中心主城区高、周边城区低等特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在 40 亿元以上的 16 个区县中，

仅有万州区位于渝东北的三峡地带，其余 15 区均位于重庆市主城区或环主城区地带。 

第二，从财政收入质量来看，重庆市财政收入质量排名靠后。2021 年重庆市税收收

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67.5%，在全国 31 个省份中排第 22 位，在四直辖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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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最末。分区来看，重庆市各区财政收入质量分化明显，呈现出中心城区收入质量较

高、周边城区质量较低的分布模式。其中，渝北区（91.2%）、大渡口区（87.2%）、江北

区（84.8%）、北碚区（82.2%）、南岸区（81.6%）和涪陵区（80.4%）的财政质量较好，

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均在 80%以上。潼南区、酉阳县、长寿区、荣昌区、丰

都县、铜梁区、大足区和合川区的财政质量较差，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均在

50%以下。其余 24 区县的税收收入占比均分布在 50%至 80%之间。 

第三，重庆市财政自给率排全国第 10 位。从省市间排名的角度来看不低，但在城市

层面的角度来看，重庆市财政自给率与其新一线城市的定位并不相符。分区域看，重庆

市各区县间财政自给率分化明显。部分区县对上级政府转移支付的依赖大，因此市本级

政府的财政调配能力十分重要。2021 年，重庆市财政自给率为 47.3%，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仅能覆盖 47.3%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从省市区排名来看，重庆市财政自给率在全国

31 省份中排第 10 位，处于中上游位置。但在全国 70 个大中城市中，2021 年重庆市财政

自给率仅与扬州（50.2%）、包头（48.0%）、九江（46.8%）、西宁（44.8%）相仿，与杭州

（103.8%）、南京（95.1%）、深圳（93.1%）、上海（92.2%）等城市有较大差距。 

分区域看，重庆市各区县财政自给率两极分化明显。排名最高的江北区（79.4%）与

排名最低的城口县（12.6%）财政自给率相差超过 60 个百分点。其中，江北（79.4%）、

璧山（69.8%）、南岸（68.8%）、合川（66.7%）、九龙坡（66.1%）五区财政自给率在 65%

以上，均位于重庆市中心城区或主城新区，是城市建设、经济发展相对发达的区域。云

阳（24.4%）、石柱（23.6%）、彭水（22.8%）、巫山（22.7%）、奉节（21.8%）、巫溪（14.1%）、

城口（12.6%）的财政自给率相对较低，均在 25%以下。这些地区均集中在渝东南武陵山

区和渝东北三峡库区，是重庆市城市建设、经济发展的后发地带。为了推动后发区域产

业、商业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财政支出的配套能力和市本级政府财政调配能力的重要

性凸显。2021 年，上级政府对以上七个区县的税收返还与转移支付总额（包括税收返还、

共同事权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高达 272.2 亿元，是其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3.3 倍。 

第四，重庆市政府性基金收入总量在全国排第 17 位，虽然收入总量排位并不靠前，

但与其他直辖市相比，重庆市政府性基金收入规模相对偏大，对财政运行起重要支撑作

用。2021 年重庆市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达到 2358 亿元，位居全国第 17 位，在四直辖

市中排名第 3。虽然重庆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规模在全国排名并不靠前，但与同级别

的其他直辖市相比，重庆市政府性基金收入总量接近北京（2706 亿元），是政府性基金

收入排名最末的天津近 2 倍。重庆市的政府性基金收入规模事实上是偏大的。分区来看，

重庆市的部分城区土地出让收入纳入市级核算，因此渝中区、九龙坡区、大渡口区、沙

坪坝区 2021 年政府性基金收入数据为 0。在其他 34 个区县中，璧山区（98.9 亿元）、涪

陵区（75.9 亿元）、江津区（75.2 亿元）和铜梁区（74.2 亿元）的政府性基金出让收入

规模最高，均大于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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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近似衡量重

庆市各区县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2021 年重庆市土地财政依赖度达到 50.8%，位居全

国第 9 名，在直辖市中排名第一。相对 2286 亿元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而言，2358

亿元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是重庆市的重要财源。区县方面，璧山区（65.1%）、铜梁区（65.0%）、

永川区（60.6%）土地财政依赖度在市内靠前，均在 60%以上。 

三、重庆债务形势：除个别地区，显性债务规模、压力均不大，

但隐性债务负担较大 

第一，总体看，重庆市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处于全国中下游，偿债压力不大。但城投

平台有息债务高，形成了一定隐性债务压力。2021 年末，重庆市地方政府显性债务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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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8610 亿元，在全国排第 19 位，在直辖市中仅次于北京排名第二。考虑经济体量和综

合可用财力后，2021 年重庆负债率、债务率分别为 30.9%和 126.8%，位居全国第 15 名

和第 9 名，在四直辖市中均排名第二，总体偿债压力不大。其中，一般债务余额为 3065

亿元，专项债务余额为 5545 亿元。专项债占重庆市债务余额的 64.4%，占比排名全国靠

前。 

考虑地方政府城投平台有息债务形成的隐性债务后，重庆市债务规模和偿债压力上

升明显。截至 2021 年底，重庆市城投平台形成的有息债务总额为 17710 亿元，排全国第

9 位，在四直辖市规模仅次于北京排第二。以（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融资平台有息债务）

/GDP、（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融资平台有息债务）/（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

收入+转移支付收入）测算地方广义负债率、广义债务率，则 2021 年重庆市广义负债率

和广义债务率分别提高至 92.1%和 378.3%，分别排全国第 6 位和第 3 位。考虑城投平台

债务后，重庆市债务负担大幅上升。 

第二，债务规模上，各区县显性债务规模差距不大，但城投平台有息债务形成的隐

性债务规模差距明显。分区域看，主城区债务规模更高、专项债占比更高，侧重推动经

济发展；边缘城区债务规模稍低，一般债占比更高，侧重解决收支缺口。首先，总体来

看，重庆市债务余额在各个区县间分布较为均匀，呈现主城区稍高、渝东南的武陵山区

和渝东北的三峡库区稍低的分布态势。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相似，重庆市各区县债

务规模相差不多。沙坪坝（259 亿元）、九龙坡（236 亿元）、万州（234 亿元）、南岸（228

亿元）、江津（223 亿元）和涪陵（211 亿元）六区债务规模靠前，在 200 亿元以上，除

万州区位于渝东北三峡库区，其余均为重庆中心城区或主城新区。债务规模在 100 亿至

200 亿元的区还有 21 个。其余 11 区均在 60 亿至 100 亿元之间。 

其次，从债务结构上看，呈现出中心城区专项债占比高，周边区县一般债占比高的

特征。一方面，除云阳县、万州区、秀山县等个别周边区县以外，专项债占比在 56%以

上的区县均为重庆市中心城区或主城新区，债务主要用于产业园区建设、基础设施建设

等，重点在于解决地方的经济发展问题。另一方面，一般债占比高的地区主要为城口县、

石柱县等周边地区区县，债务主要用于补充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缺口。 

最后，在城投平台有息债务上，各区县拉开了一定差距。涪陵区和沙坪坝区的地方

政府债务规模排名靠前，分别为 830.8 亿和 803.1 亿。随后是江津区（679.7 亿）和巴

南区（637.1 亿），城投平台有息债务规模均在 600 亿元以上。石柱县、酉阳县、江北区

和城口县的城投债务规模排名靠后，均在 50 亿元以下。相比一般债和专项债，各区城投

平台有息债务规模差距明显。 

第三，从显性债务看，除城口县外，重庆市各区债务负担相对有限。进一步考虑隐

性债务，各区县债务负担有所上升。当不考虑融资平台有息债务时，除重庆城口县外，

重庆市各区县负债率（地方政府债务余额/GDP）均低于 60%，重庆区县级显性债务偿债

压力相对有限。其中，城口县负债率高达 140.6%，排名处全国区县前列。城口县是 2020

年摘帽的国家级贫困县，位于渝川陕三省交界地带，经济基础较为薄弱。为了促进地方

经济发展，城口县发力产业园区建设、城市管网建设等。2018 至 2020 年间，地方政府

债务由 23.6 亿元迅速增长至 35.1 亿元，年均增长率高达 22.0%。2021 年，城口县又新

增政府债券 32.63 亿元，偿还政府一般债务 4.5 亿元，并完成了 22 亿元再融资专项债券

以进行债务置换，债务余额最终上升至 85.3 亿元，是当年 GDP的 1.41 倍。除城口县外，

重庆市其他区县债务负担相对有限，巫溪县、酉阳县、黔江区、巫山县的排名靠前，负

债率分别为 53.5%、49.1%、47.7%、41.9%。其余区县负债率均在 40%以下。其中，渝北

区负债率最低，仅为 8.4%。 

进一步考虑城投平台有息负债后，重庆市各区债务负担有所上升。广义负债率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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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的有城口县（152.3%）、黔江区（144.2%）、南川区（144.2%）和沙坪坝区（100.3%）

四区县。其中黔江、南川、沙坪坝三区广义负债率上升明显，城投平台有息债务负担对

地方政府影响大。广义负债率排名最末的江北区城投平台有息负债小（13.7 亿），广义

负债率仅为 13.4%。 

 

附录 

1、重庆市经济及产业概况（图 1-图 6） 

2、重庆市财政体制与税源结构概况（图 7-图 13） 

3、重庆市及城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图 14-图 17） 

4、重庆市及城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图 18-图 19） 

5、重庆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情况（图 20） 

6、重庆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情况（图 21-图 22） 

7、重庆市债务情况（图 23-图 25） 

 

 

 

图表1：1992 年以来重庆 GDP 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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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1978 年以来重庆三次产业占比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3：1992 年以来重庆市人口占全国比重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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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2021 年重庆 38 区县经济成绩单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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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重庆 38 区县人均 GDP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6：2021 年重庆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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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21 年重庆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分预算级次构成图 

 
资料来源：重庆市及各区人民政府，粤开证券研究院 

注：区级及以下收支由全市收支减去市级收支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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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8：2021 年重庆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结构 

 

资料来源：重庆市人民政府、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9：2021 年重庆区级及以下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结构 

 

资料来源：重庆市人民政府、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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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0：重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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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重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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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重庆创造税收收入来源分税种对比（2020 年） 

 

资料来源：《中国税务年鉴 2021》、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13：重庆创造税收收入来源分企业类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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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21 年重庆 38 区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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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21 年重庆 38 区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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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表16：2021 年重庆 38 区县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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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7：2021 年重庆各区财政自给率（%）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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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8：2021 年重庆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处于全国中下游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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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9：2021 年重庆 38 区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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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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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2021 年重庆 38 区县政府性基金收入与土地财政依赖度 

 

资料来源：重庆市各区人民政府、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注：大渡口区、九龙坡区、沙坪坝区、渝中区 2021 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决算数为 0。 

 

图表21：2021 年重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位居全国第 13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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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2：2021 年重庆 38 区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情况 

 

资料来源：重庆市各区人民政府、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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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3：2021 年重庆 38 区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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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表24：2021 年重庆市 38 区县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与限额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25：2021 年重庆市 38 区县地方政府债务结构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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