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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海南省位于我国最南端，北以琼州海峡与广东省划界，西隔北部湾与越南相

对，东面和南面在南海中与菲律宾、文莱、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为邻。地

处热带边缘，海南省陆地总面积 3.54 万平方公里，管辖海域总面积约 200 万

平方公里，是全国最大的海洋省，也是我国最大的“热带宝地”。凭借丰富的

旅游资源、矿产资源、动植物资源，海南大力发展旅游消费、现代服务和热

带特色农业，经济呈现总量小、潜力大的特点。2022 年海南省 GDP 达到 6818

亿元，位居全国下游，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0.2%。海南实行“省直

管市县”的管理体制，市县经济和财政管理权限较大。同时，海南省正稳步

推进自由贸易港建设，在税收、贸易、跨境资金流动便利等方面具有独特优

势，为经济增长注入活力。经济形势反映在财政上，则集中体现为：海南需

要中央财政给予净补助，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纵向分布上省级占比高、市县占

比低，房地产业创税高、石油煤炭等燃料加工业占制造业创税比重超五成，

财政收入总量小、人均高，债务规模较低但显性负债率偏高等。 

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变局、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房地产下行压力加大的

背景下，海南经济与财政面临一定挑战。一方面，逆全球化和全球贸易摩擦

或影响海南对外贸易的发展。海南是著名的侨乡，侨胞众多。近年来海南持

续推进自由贸易港建设，进一步吸引了外商资金涌入。另一方面，房地产进

入下行期或冲击海南部分地市可支配财力。作为国内休闲度假首选地之一，

海南过去吸引了大量居民赴琼度假和购置房产。 

十四五时期，海南需着力开发区域潜力、合理应对挑战，谱写海南发展新篇

章。一方面，海南需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

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财政可引导并加大对 RCEP 成员招

商引资和企业服务力度，推动海南与 RCEP 成员合作再上新台阶。另一方面，

海南应立足自身优势，围绕全省“三区一中心”的总体定位，推动建设成为

国际旅游胜地、现代服务业发展高地、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地，营造良好的营

商环境，逐步摆脱对房地产业的过度依赖，促进海南省产业转型，夯实经济

增长基础。 

风险提示：经济恢复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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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南财政体制与税源结构概况 

根据《中国税务年鉴 2021》《海南统计年鉴 2021》分析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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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人口数量少、地域面积小等因素的影响，

尽管海南省对中央税收收入贡献较小，但获得的中央补助也相对较少，净贡献居全国中

上游。海南省的行政区域包括海南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

是全国面积最大的省。尽管海南海域面积约 200 万平方公里，但全省陆地(主要包括海南

岛和西沙、中沙、南沙群岛)总面积仅 3.54 万平方公里，2021 年常住人口 1020 万人，位

居全国倒数第四。2020 年海南省对中央税收收入贡献为 506 亿元，排全国倒数第四名；

收到中央税收返还及转移支付 1000 亿元，排名全国倒数第三。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规模

相对较小，但转移支付规模是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1.22 倍，是弥补海南省一般公共

预算收支缺口的重要来源。2020 年海南省对全国财政的净贡献为-485 亿元，位居全国第

9，处于中上游。 

第二，从省以下财政体制来看，海南按照“财力下沉、统一规范、有效调控、均衡

发展”的原则，省内推行“省直管市县”管理体制，收入格局呈现省级占比大、市县占

比小的特点。自1988年4月海南经济特区诞生，海南就实行省直管市县的行政管理体制。

截至 2021 年，海南省下辖 4 个地级市、25 个区县。而在 25 个区县中，有 15 个为省直

管市县，与省财政直接联系，对直管市县的财政转移支付、专项支付、专项补贴都由省

财政直接发放。因三沙市尚未公布数据，剔除三沙市后，2021 年省本级、市本级、县（区）

级及以下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比分别为 36.1%、29.3%、34.6%。从主体税种来看，海南

省与市县共享税为 9 个，其中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均按照 30：70 分享，即

增值税在中央、省本级、地市及以下分配的比例为 50%：15%：35%，企业所得税、个

人所得税在中央、省本级、地市及以下分配的比例为 60%：12%：28%。土地增值税、

契税省级与地市按 65：35 分享；城镇土地使用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环境保护税、房产

税省级与市县按 20:80 分享；耕地占用税、资源税、印花税、车船税、烟叶税为市县独

享。 

从支出来看，海南省着重将财力更多下沉市县，充分发挥财政体制在“激动能、转

方式、重均衡”方面的作用。从支出层级来看，2021 年海南省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

1971.4 亿元，排全国倒数第 3。其中省本级、市本级、县（区）级及以下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占比分别为 32.8%、24.0%、43.2%。从支出结构来看，2021 年海南省支出主要集中

于教育、农林水与社保就业三项，占比分别为 15.0%、13.2%和 13.2%。2021 年海南省省

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 645.8 亿元，其中社保就业、卫生健康及教育支出排在前列，

分别占比 16.5%、13.3%和 11.8%。 

第三，从产业结构来看，作为旅游大省，海南省整体向第三产业倾斜，其中房地产

业创造税收最多，也是全国房地产业创造税收占比最高的省份。海南省陆地面积较小，

与内陆矿产资源丰富的省份不同，海南省重点部署旅游业、现代服务业，2020 年海南省

第一、二、三产业对税收收入贡献比例分别为 0.7%、32.5%和 66.8%。分行业来看，海

南作为国内休闲度假首选地之一，吸引了大量居民度假和购置房产。2020 年海南房地产

业贡献了海南省创造税收收入的 33.6%，高出全国平均 18.6 个百分点，位居全国第一。

海南创税收入占比第二的行业为制造业，占比 22.3%，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0.9%）。

其中，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创造税收占比达到 12.5%，占制造业创税比重超 5

成。 

第四，从税种来看，海南省创造的税收收入主要来源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土地

增值税、消费税、个人所得税五大税种。2020 年增值税贡献了海南创造税收收入的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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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得税、土地增值税、消费税、个人所得税占比分别为 20.8%、12.2%、9.5%和 5.8%。

其中，消费税属于中央税，难以对海南地方财力形成直接补充。 

第五，从微观主体贡献来看，海南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外商投资企业创税

占比位居全国第 4。海南是著名的侨乡，侨胞众多。近年来海南持续推进自由贸易港建

设，进一步吸引了外商资金涌入。2020 年，海南省外商投资企业（含港澳台）创造税收

收入占比达到 22.7%，在全国 31 省份中排第 4 名，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16.1%。 

二、海南财政形势：财政收入总量小、人均较高 

第一，海南省财政收入总量位居全国下游，但人均则位居全国中上游，省内地市财

政收入差距较大，海口市财政收入一骑绝尘。2021 年海南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921.2

亿元，排全国倒数第四。但考虑人口因素后，海南省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 9027 元，

排名跃升至全国第 8。分地市来看，由于三沙市数据尚未披露，下文不再展开讨论。海

口市作为海南省省会，财政收入总量和增速都稳坐省内头把交椅，2021 年海口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为 208.3 亿元，超过第二名三亚市近 100 亿元，是第三名儋州市的 11.4 倍。从

区县来看，省直管的澄迈县以 63.1 亿元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排名第一。其余区县均

低于 40 亿元，其中低于 10 亿元的有 11 个，三亚市崖州区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排名

最后，仅为 0.5 亿元。 

第二，海南省财政质量处于上游，排名全国第 5。2021 年海南省税收收入占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80.7%，仅次于北京（87.1%）、浙江（86.8%）、上海（85%）和江

苏（81.6%）。从税收收入结构看，海南地方留存税收主要来源于增值税、土地增值税和

企业所得税三大税种。2021 年海南的增值税、土地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分别达到 216.6

亿元、165.9 亿元和 127.3 亿元，占全省税收收入比重分别为 29.2%、22.3%和 17.1%。从

地市来看，海口市以 86.1%的财政收入质量领跑全省，三亚市、儋州市则低于全省水平，

分别为 71.3%、59.6%。分区县来看，税收收入占比超 90%的区县主要集中于海口市和三

亚市，其中三亚市天涯区、海棠区、吉阳区和崖州区四区均达到 100%，海口市龙华区和

美兰区紧随其后，比重均超过 95%。税收占比低于 50%的区县有 6 个，其中屯昌县、昌

江黎族自治县、定安县为倒数前三，分别为 32.1%、37.2%、38.2%。 

第三，海南财政自给率处于全国中游水平，省内则分化较为明显，以海口市为代表

的经济相对发达地市财政自给率较高，以儋州市为代表的经济欠发达地市财政自给率低，

较为依赖上级转移支付。2021 年海南省财政自给率为 46.7%，在全国排名第 13 位。从地

市看，海口市财政自给率达到 76.0%，与三亚市的 57.9%、儋州市的 26.2%拉开差距。从

区县来看，2021 年财政自给率高于 70%的区县有 6 个，且均位于海口市和三亚市。其中

海口市龙华区位列第一，财政自给率达到 109.3%，也是省内自给率唯一超过 100%的区

县。有 8 个区县的财政自给率均处于 20%以下，其中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白沙黎族自

治县和三亚市崖州区财政自给率均低于 10%且位居省内倒数三位，分别为 6.8%、5.7%和

4.6%。 

第四，受到土地面积狭小的限制，海南省政府性基金收入规模、土地财政依赖度均

排名全国下游，但政府性基金收入仍是海南财力的重要来源。受疫情冲击和房地产下行

趋势影响，2021 年海南政府性基金收入出现明显下降，对海南可用财力形成冲击。2021

年海南省政府性基金收入为 394.1 亿元，排全国第 27 名，较 2020 年下降 24.6%。地市方

面，2021 年各地市政府性基金收入为近三年来最低，仅有海口市政府性基金收入超过百

亿元，为 119.7 亿元。省内经济相对发达的三亚市，政府性基金收入为 97.1 亿元，经济

欠发达的儋州市收入仅为 9.1 亿元，甚至低于部分省直管市县。从区县来看，已公布数

据的 20 个区县差异较大，政府性基金收入超过 10 亿元的有 6 个，其中万宁市、琼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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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琼山区和文昌市位列前四，分别为 19.4 亿元、19.3 亿元、17.0 亿元和 17.0 亿元。 

2021 年海南省土地财政依赖度达到 30.0%，较 2019 年下降 5.9 个百分点，位居全国

第 25 名。在地市方面，海口市、三亚市和儋州市土地财政依赖度均超过 30.0%，分别为

36.5%、45.3%和 33.2%。 

三、海南债务形势：债务余额总量小，显性负债率较高 

第一，2021 年海南省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突破 3000 亿元，位居全国第 28 位，债务规

模相对较小。但考虑经济体量后，2021 年海南省显性负债率排在全国第 6 位，进一步考

虑地方城投平台有息债务后，广义负债率排名降低至 27 位，偿债压力相对可控。2021

年海南省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 3008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为 1599 亿元，专项债务余

额为 1409 亿元。从负债率看，2021 年海南省负债率为 46.3%，处于全国上游水平。将地

方城投平台有息债务纳入考虑后，海南省的广义负债率为 48.1%，在全国排名下降至第

27 位。相较其他省份，海南省的城投平台有息债务规模较小，且基本集中在省级平台，

隐性债务风险化解压力相对适中。 

第二，分地市看，债务规模与经济财政格局相似，经济发展领跑全省的海口市地方

政府债务余额同样一骑绝尘，紧随其后的则是三亚市，儋州市排在最后。海口市作为海

南省主要经济增长极，其债务余额远超三亚和儋州两市之和。2021 年海口市的地方政府

债务余额为 859.1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为 417.3 亿元，专项债务余额为 441.8 亿元。

三亚市以 431.0 亿元的债务余额排名第二，是第三名儋州市（166.1 亿元）的 2.6 倍。负

债率方面，2021 年三亚以 51.6%的负债率位居第一，而债务余额规模最大的海口市以 41.8%

的负债率排在最后，略低于儋州市（42.0%）。从债务结构来看，海口市一般债务占比最

高，达到 48.6%。 

第三，从区县来看，海南区县整体债务规模不大，负债率不高，偿债压力相对较小。

已公布数据的 21 个区县中，政府债务余额超过百亿的仅有文昌市，为 106.3 亿元，介于

10-100 亿元之间的区县有 13 个，低于 10 亿元的有 7 个区县且主要集中于三亚市。负债

率方面，超过海南省平均负债率的仅有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为 58.4%，其余区县负债

率均低于 43%。其中负债率低于 7%的有 6 个区县且主要集中于三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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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录 

图表1：2000 年-2022 年海南经济总量及增速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2：2021 年海南省各地市经济成绩单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注：三沙市数据尚未披露，因此未在图表中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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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海南省 2021 年各地市产业结构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注：三沙市数据尚未披露，因此未在图表中展示。 

 

图表4：2021 年海南省一般公共预算收支预算级次构成图 

 

资料来源：海南省及各地市人民政府、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注 1：区县及以下支出结构数据由全省数据倒减省本级和市本级数据而得； 

注 2：三沙市数据尚未披露，因此市本级中不含三沙市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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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2020 年海南省创造的税收收入来源分行业对比 

 

资料来源：《中国税务年鉴 2021》、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6：2020 年海南省创造税收收入分税种构成 

 

资料来源：《中国税务年鉴 2021》、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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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7：2021 年海南省各地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状况 

 

资料来源：2021 年海南省各地市财政决算报告、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注：三沙市数据尚未披露，因此未在图表中展示。 

 

图表8：2021 年海南省区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 

 

资料来源：2021 年海南省各区县财政决算报告、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注：未标明所属城市的区县为海南省直管市县；三沙市下辖 2 区县数据尚未公开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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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9：2021 年海南省各地市一般公共收入预算质量 

 

资料来源：海南省各地市财政决算报告、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注：三沙市数据尚未披露，因此未在图表中展示。 

 

图表10：2021 年海南省各地市财政自给率 

 

资料来源：海南省各地市财政决算报告、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注：三沙市数据尚未披露，因此未在图表中展示 

 

图表11：2021 年海南省各地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资料来源：海南省各地市财政决算报告、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注：三沙市数据尚未披露，因此未在图表中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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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2：2021 年海南省区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排名 区县  地市  
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亿元) 
排名  区县  地市  

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亿元) 

1 澄迈县 
 

96.5 13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31.2 

2 陵水黎族自治县 
 

91.7 14 定安县 
 

29.7 

3 文昌市 
 

65.0 15 屯昌县 
 

29.0 

4 琼海市 
 

49.6 16 五指山市 
 

25.4 

5 乐东黎族自治县 
 

48.8 17 琼山区 海口市 24.7 

6 万宁市 
 

46.9 18 秀英区 海口市 22.6 

7 东方市 
 

40.2 19 美兰区 海口市 22.4 

8 昌江黎族自治县 
 

39.7 20 天涯区 三亚市 16.4 

9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38.0 21 吉阳区 三亚市 13.8 

10 临高县 
 

35.6 22 崖州区 三亚市 10.3 

11 白沙黎族自治县 
 

33.2 23 海棠区 三亚市 9.1 

12 龙华区 海口市 33.0 
     

资料来源：2021 年海南省各区县财政决算报告、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注 1：未标明所属城市的区县为海南省直管市县； 

注 2：三沙市下辖 2 区县数据尚未公开披露 

 

图表13：2021 年海南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结构 

 

资料来源：2021 年海南省财政决算报告、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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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4：2021 年海南省各地市政府性基金收入与土地财政依赖度 

 

资料来源：2021 年海南省各地市财政决算报告、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注：三沙市数据尚未披露，因此未在图表中展示 

 

图表15：2021 年海南省区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情况 

排名  区县  地市  
政府性基金

收入(亿元) 
排名  区县  地市  

政府性基金

收入(亿元) 

1 万宁市  19.4 11 临高县 
 

2.9 

2 琼海市  19.3 12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2.7 

3 文昌市  17.0 13 昌江黎族自治县 
 

2.0 

4 琼山区 海口市 17.0 14 五指山市 
 

2.0 

5 陵水黎族自治县  10.5 15 白沙黎族自治县 
 

1.7 

6 澄迈县  10.4 16 屯昌县 
 

1.2 

7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5.6 17 美兰区 海口市 0.3 

8 东方市  5.4 18 龙华区 海口市 0.2 

9 乐东黎族自治县  5.4 19 秀英区 海口市 0.1 

10 定安县  3.3 20 海棠区 三亚市 0 
 

资料来源：2021 年海南省各区县财政决算报告、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注 1：未标明所属城市的区县为海南省直管市县； 

注 2：截止 2023 年 3 月，2021 年崖州区等 5 个区县政府性基金收入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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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6：2021 年海南省国有资本经营收入结构 

 

资料来源：2021 年海南省财政决算报告、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注：2021 年海南省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为 4.6 亿元。 

 

图表17：2021 年海南省各地市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资料来源：2021 年海南省各地市财政决算报告、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注：三沙市数据尚未披露，因此未在图表中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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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8：2021 年海南省各地市地方政府债务结构 

 
资料来源：2021 年海南省各地市财政决算报告、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注：三沙市数据尚未披露，因此未在图表中展示。 

 

图表19：2021 年海南省各地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与负债率 

 

资料来源：2021 年海南省各地市财政决算报告、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注：三沙市数据尚未披露，因此未在图表中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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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2021 年海南省区县债务余额及负债率 

排名  区县  地市  

地方政府

债务余额

(亿元) 

负债率

(%) 

排

名  
区县  地市  

地方政府

债务余额

(亿元) 

负债率

(%) 

1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38.7 58.4 12 昌江黎族自治县 
 

33.7 23.4 

2 东方市 
 

90.5 42.1 13 澄迈县 
 

70.8 17.7 

3 屯昌县 
 

36.5 37.7 14 五指山市 
 

6.4 17.4 

4 文昌市 
 

106.3 34.4 15 陵水黎族自治县 
 

13.8 6.2 

5 白沙黎族自治县 
 

20.7 33.1 16 崖州区 三亚市 4.4 3.9 

6 定安县 
 

35.8 30.5 17 天涯区 三亚市 6.7 2.7 

7 琼海市 
 

96.2 28.5 18 海棠区 三亚市 1.2 0.8 

8 乐东黎族自治县 
 

48.4 27.8 19 吉阳区 三亚市 1.2 0.4 

9 临高县 
 

56.7 25.4 20 琼山区 海口市 0.1 0.04 

10 万宁市 
 

69.0 25.0 21 美兰区 海口市 01 0 

11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15.4 24.4      
 

资料来源：2021 年海南省各区县财政决算报告、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注 1：未标明所属城市的区县为海南省直管市县； 

注 2：截至 2023 年 3 月，龙华区、秀英区等 4 个区县数据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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