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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陕西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地处中国内陆腹地、黄河中

游，东邻山西和河南，北接内蒙古，西连宁夏和甘肃，南抵四川、重庆和湖

北，是我国邻省接壤最多的省份之一。北山和秦岭将陕西分为三大自然区：

占据北部黄土高原的陕北地区、雄踞渭河平原的关中地区、坐落秦岭以南秦

巴山地的陕南地区。根据三大区域资源禀赋，陕西基本形成“关中先进制造、

陕北能源化工、陕南绿色产业”为主导的区域产业格局。陕西省煤炭资源丰

富，全省预测煤炭资源量 3800 亿吨，居全国第四；累计探明储量 1700 亿吨，

居全国第三位。其中，陕北地区煤炭资源储量大、品质优、易开采，占全省

探明储量的 80%以上，占全国探明储量的 11%左右。陕西作为我国传统重工业

基地，能源化工、装备制造和有色冶金等产业较为发达。伴随经济持续恢复、

煤炭价格高位运行，以榆林为代表的能源资源地市经济增长颇多，2022 年陕

西省 GDP 总量突破 3 万亿大关，在全国排第 14 名；同比增长 4.3%，增速跃居

全国第 6。 

但在国际环境日益复杂、国内能源革命如火如荼的背景下，陕西经济和财政

形势仍有隐忧。一是全省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倚煤，与碳达峰碳中和的

要求不相适应，新兴产业规模偏小、创新驱动能力不足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

扭转，产煤区经济高增的同时非产煤区增长乏力。二是省内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问题较为突出，坐拥“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地区经济发展条件较好，工业

规模大、基础较好、综合实力强，是全省最主要的工业区。2022 年关中地区

生产总值分别为陕北、陕南的 2.3 倍、4.8 倍，省内“一省三世界”现象较为

突出。三是陕西不靠海、不沿边，在与其他城市群都市圈的竞争中，长期面

临“孔雀东南飞”的窘境。四是省会西安快速崛起为全国中心城市，2022 年

城市首位度达到 35%，但对省内其他地市经济发展的作用尚未从“虹吸”转为

“辐射”。经济问题反映到财政上则集中体现为：对中央财政的净贡献为负、

省本级收入占全省比重偏高、采矿业对税收收入的贡献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关中五市财力占比近六成、对土地财政依赖程度较高、部分区县债务负担较

重等。 

如何在优化产业结构的同时实现高质量发展是陕西省“十四五”期间要重点

解决的问题。一是要持续推进转型升级，着力发展现代化工、汽车、航空航

天与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和现代医药等“六大新支柱产

业”，促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二是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将陕西打造为我国向西开放的窗口和前沿；以西安市为发力点以点带面推动

周边城市的发展，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加强区域协调发展。三是拓展

财政体制改革的深度与广度。财者，为国之命而万事之本。陕西省需在财政

政策上做好扩大内需、支持重大产业链延链补链强链、加强对困难区县的财

力补助、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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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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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统计年鉴 2021》分析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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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需中央财政净补助，省级政府再将九成

以上的中央转移支付用于补助市县支出，增强市县财力。2020 年陕西对中央财政的净贡

献位居全国第 15 名，为-1279.9 亿元，需要中央补助。值得注意的是，陕西省县域经济

较为落后，部分非产煤区县“三保”、疫情防控等刚性支出与偿还地方债务叠加，收支矛

盾比较突出。陕西省政府在获得中央补助收入后主要用于补充市县财力，2020 年陕西省

省本级补助市县支出 2837.8 亿元，占中央补助收入的比重达到 95.8%。 

第二，从省以下财政体制来看，陕西省省本级收入占比较高，有利于增强省级调控

能力、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从主体税种来看，除电力供应业、金融业、交通业等特

定行业企业外，陕西省创造的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和资源税作为省级和市

县的共享收入，在省级、市县的分配比例为 30%、70%；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在省级、

市县的分配比例为 50%和 50%。2021 年陕西省省本级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

资源税四大税种占全省相应税种的比重分别为 28.4%、49.5%、49.8%和 29.8%。2021 年，

陕西省省本级、市本级、县（区）级及以下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比分别为 26.6%、34.6%

和 38.8%。 

从支出层级来看，与收入相比支出责任更为下沉区县政府，2021 年陕西省省本级、

市本级、县（区）级及以下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比分别为 16.0%、27.2%和 56.8%。从支

出结构来看，2021 年陕西省教育、社保就业、农林水、卫生健康四项支出占比最大，分

别为 16.9%、15.8%、11.4%和 9.3%。而陕西省本级在社会保障和就业上的支出占比最高，

达到 21.5%；地市级及以下则以教育、一般公共服务、卫生健康支出为主。 

第三，从产业结构来看，陕西省创造的税收收入主要来源于制造业、采矿业、房地

产和批发零售，四大行业贡献了近七成税收收入。2020 年陕西省三次产业创造的税收收

入占比分别为 0.1%、55.5%和 44.4%，第二产业仍是税收的主要来源。从具体行业来看，

制造业、采矿业、房地产和批发零售四大行业创造的税收收入居前，占比分别为 25.3%、

19.1%、12.4%和 10.8%，合计占全省的比重达到 67.6%。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陕西省呈

现出“采矿业强、制造业弱”的特点。陕西省作为我国矿产资源大省之一，2020 年采矿

业创造的税收收入占比较全国平均高出 16.2 个百分点，其中煤炭开采对全省创造税收贡

献达到 15.3%。相较而言，制造业对税收的贡献仅有 25.3%，低于全国平均 5.7 个百分点。

同时，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是制造业的创税主力，其创造税收占制造业创造税

收比重达到 35.9%。 

第四，从税种来看，陕西省创造的税收收入主要来源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消费

税、资源税和个人所得税。2020 年增值税贡献了陕西创造税收收入的 39.9%，企业所得

税、消费税、资源税和个人所得税创税占比分别为 17.6%、11.8%、6.8%和 6.2%。与全国

平均相比，陕西省税收占比呈现出“资源税高、所得税低”的特征。2020 年陕西省创造

的资源税占比较全国平均高出 5.7 个百分点，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占比分别低于全

国平均 4.5 和 0.9 个百分点。 

二、陕西财政形势：西安财力一骑绝尘，其他地市较为薄弱 

第一，陕西省财政实力处于全国中游，关中、陕北、陕南地区财力差距较大，省会

西安优势突出。2021 年陕西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2775.4 亿元，在全国排第 16 名。从

地市来看，陕西省下辖 10 个地市财政实力呈现分化态势，总体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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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地区为陕西经济发展中坚力量，2021 年关中 5 市（西安、咸阳、渭南、宝鸡、铜川）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全部地市的比重达到 58.2%，其中省会西安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遥遥

领先其他地市，达到 856.0 亿元，占全部地级市的比重为 42.2%。二是陕北地区作为国

家级能源化工基地，榆林、延安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 587.3 亿元和 150.1 亿元，分别

排省内第 2 名和第 3 名，两市合计占全部地级市的比重为 36.3%。三是陕南地区经济发

展基础薄弱，财政收入体量整体偏小，汉中、安康、商洛三市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均低于 55 亿元。从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看，各地市差距趋于减小。由于榆林是资源型

城市，常住人口较少，虽然其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仅为西安市的 68.6%，但人均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达到西安市的 243.9%，高居省内第一。从区县来看，陕西省 107 个区县中，

仅榆林市下辖的神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过 100 亿元，达到 131.0 亿元；排名最后的

是汉中市佛坪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仅为 0.3 亿元。 

第二，陕西省整体财政收入质量处于全国上游水平，七个地市税收收入占比超过 70%。

2021 年陕西省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80.6%，在全国排名第 6。从陕西

留存的地方级税收收入结构看，增值税、资源税、企业所得税规模靠前。2021 年陕西的

增值税、、资源税、企业所得税分别达到 825.1 亿元、373.1 亿元和 339.5 亿元，占全省

税收收入比重分别为 36.9%、16.7%和 15.2%。 

分地市来看，榆林的税收收入占比达到 85.4%，排名全省第 1。商洛（56.1%）、宝鸡

（69.4%）和汉中（69.9%）三市的税收收入占比排名倒数后三位。 

第三，陕西省省内财政自给率存在较大差异，除榆林、西安两市外，其余地市财政

自给率均低于 50%。2021 年陕西财政自给率为 45.7%，在全国排第 15 名，对中央转移支

付依赖程度较高。分地市来看，榆林、西安两市财政自给率分别为 73.4%和 58.1%，位居

省内前两位。宝鸡、咸阳、铜川、渭南的财政自给率差距较小，分别为 26.1%、25.1%、

21.4%和 20.4%，陕南地区的汉中、商洛、安康三市财政自给率均不超过 15%。从区县来

看，陕西有 3 个区县的财政自给率大于 100%，均位于西安市，分别为碑林区（132.6%）、

雁塔区（131.3%）、莲湖区（101.6%）。 

第四，陕西省政府性基金收入位全国中游，超半数地市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超过

50%。2021 年，陕西省政府性基金收入达到 2385 亿元，位居全国第 15 名。分地市来看，

西安市政府性基金收入为 1460亿元，遥遥领先其他地市，是其他地市收入总和的 2.3倍。

除西安外，其他地市财政收入分布在 10-150 亿元，其中铜川市的规模最小，仅为 17.3

亿元。 

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方面，2021 年陕西省土地财政依赖度为 46.2%，在全国排第

13 名。分地市来看，大部分地市的土地财政依赖度均超过 50%，呈现出较高的土地财政

依赖度。其中，安康、西安、汉中、咸阳、渭南五市土地财政依赖程度较高，政府性基

金收入占两项收入之和的比重分别达到 64.7%、63.0%、55.6%、55.2%和 52.2%，延安、

榆林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最低，分别为 37.0%和 10.1%。 

三、陕西债务形势：部分区县债务负担较重 

第一，陕西省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处于全国中下游，整体债务负担适中，但纳入城投

平台有息债务后，偿债压力显著上升。截至 2021 年底，陕西省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 8688

亿元，其中一般债余额 4375 亿元，专项债余额 4313 亿元，整体债务规模不大，在全国

排第 18 名。从总体偿债压力来看，2021 年陕西省负债率为 29.2%，在全国 31 个省份中

排第 18。目前，陕西省尚未实现隐性债务清零，在核算陕西省地方债务压力时，需考虑

城投平台有息债务、政府引导基金、PPP 等形成的政府隐性债务。2021 年陕西广义负债

率达到 81.4%，排名全国第 13 名，偿债压力显著上升。债务率方面，2021 年陕西省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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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率和广义债务率分别达到 107.7%和 300.6%，分别位居全国第 20 名和第 11 名。 

第二，陕西省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主要集中在西安，占全省债务规模的比重近四成，

其他地市债务规模较小。截至 2021 年末，西安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规模达到 3231 亿元，

占全省债务余额的比重达到 37.2%，是省内唯一债务规模突破三千亿的地市，也是全省

唯一专项债务余额占比超过 50%的城市，占比达 69.7%。其余 9 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均不

足千亿，分布在 150-600 亿。其中，铜川市的债务规模最小，为 163.0 亿元。从区县来

看，陕西省 107 个区县政府债务余额均低于 100 亿，债务规模最高的区县是西安市灞桥

区，达到 97.3 亿元；最小的为汉中市佛坪县，地方债务余额为 3.1 亿元。 

第三，考虑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后，榆林经济发展水平较好，显性负债率较低；铜

川债务规模最小，但受限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显性负债压力较重。榆林、宝鸡、咸阳

三市经济增长对债务依赖性较低，偿债压力较轻，2021 年显性负债率均在 20%以下，分

别为 9.1%、11.9%、13.1%。相较而言，商洛、铜川、安康、西安 4 市显性负债率均在 30%

以上，其中最高的商洛达到 43.0%，表明当地经济发展的靠债务驱动力较强，政府倾向

于通过举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从区县来看，陕西省 107 个区县中负债率超过 30%的有

10 个，其中商洛市商南县、商洛市商州区、安康市宁陕县位列前三，负债率分别为 53.4%、

46.4%、43.2%。 

附录 

1、陕西省经济及产业概况（图表 1-图表 3） 

2、陕西省财政体制与税源结构概况（图表 4-图表 8） 

3、陕西省市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图表 9-图表 13） 

4、陕西省市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图表 14-图表 15） 

5、陕西省市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情况（图表 16-图表 17） 

6、陕西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情况（图表 18-图表 19） 

7、陕西省债务情况（图表 20-图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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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2000—2022 年陕西省经济发展情况 

 

注：2021年 GDP同比增速为 2020-2021年两年不变价平均增速。 

资料来源：Wind、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2：2021 年陕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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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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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2021 年陕西省各地市三次产业占比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4：2021 年陕西省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分预算层级构成图 

 

资料来源：2021年陕西省各级财政决算报告、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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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2021 年陕西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结构图 

 

资料来源：2021年陕西省财政决算报告、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6：陕西省创造税收收入来源分行业对比（2020） 

 

资料来源：《中国税务年鉴 2021》、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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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7：2020 年陕西创造税收收入分税种构成图 

 

资料来源：《中国税务年鉴 2021》、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8：2021 年陕西省留存税收收入分税种构成图 

 

资料来源：2021年陕西省财政决算报告、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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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9：1994—2022 年陕西省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变化趋势 

 
注：2022年为预算执行数据。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陕西省人民政府、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10：2021 年陕西省各地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 

 

资料来源：2021年陕西省各地市财政决算报告、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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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1：2021 年陕西省各地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质量 

 

资料来源：2021年陕西省各地市财政决算报告、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12：2021 年陕西省各地市财政自给率 

 

资料来源：2021年陕西省各地市财政决算报告、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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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3：2021 年陕西省各区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前 30 名） 

 

资料来源：2021年陕西省各区县财政决算报告、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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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4：2021 年陕西省各地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资料来源：2021年陕西省各地市财政决算报告、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排名 变化 地市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亿元) 2021年增速(%) 增速(2020-2021两年平均，%)

1 0 西安市 1474.6

2 0 榆林市 800.5

3 0 渭南市 468.2

4 0 延安市 416.8

5 0 咸阳市 428.7

6 1 汉中市 367.4

7 -1 安康市 347.6

8 0 宝鸡市 365.1

9 0 商洛市 274.3

10 0 铜川市 124.2

9.4

13.9

-3.6

-8.8

3.6

-1.2

-11.5

0.1

-5.3

-6.0

8.7

3.8

0.1

-3.5

3.0

-2.2

-2.9

2.1

-4.2

0.2



 宏观研究 

请务必阅读最后特别声明与免责条款 www.ykzq.com  14 / 22 

图表15：2021 年陕西省各区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排行榜（前后各 3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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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木市 榆林市 133.7 78 淳化县 咸阳市 22.5 

2 榆阳区 榆林市 91.2 79 眉县 宝鸡市 22.0 

3 汉滨区 安康市 58.8 80 白水县 渭南市 22.0 

4 府谷县 榆林市 55.4 81 石泉县 安康市 21.8 

5 蓝田县 西安市 53.8 82 华阴市 渭南市 21.6 

6 长安区 西安市 51.9 83 柞水县 商洛市 21.3 

7 蒲城县 渭南市 50.5 84 延长县 延安市 21.3 

8 富平县 渭南市 49.1 85 金台区 宝鸡市 21.1 

9 定边县 榆林市 48.4 86 永寿县 咸阳市 19.1 

10 临潼区 西安市 47.6 87 洛川县 延安市 18.9 

11 韩城市 渭南市 47.6 88 渭滨区 宝鸡市 18.6 

12 靖边县 榆林市 45.1 89 富县 延安市 17.7 

13 横山区 榆林市 44.4 90 印台区 铜川市 17.5 

14 绥德县 榆林市 44.2 91 宜川县 延安市 17.3 

15 周至县 西安市 43.6 92 凤县 宝鸡市 17.2 

16 临渭区 渭南市 42.0 93 吴堡县 榆林市 16.7 

17 大荔县 渭南市 42.0 94 王益区 铜川市 16.7 

18 莲湖区 西安市 39.4 95 潼关县 渭南市 15.7 

19 未央区 西安市 39.0 96 黄龙县 延安市 15.4 

20 旬阳市 安康市 38.0 97 麟游县 宝鸡市 15.1 

21 山阳县 商洛市 37.8 98 宜君县 铜川市 14.8 

22 南郑区 汉中市 37.6 99 宁陕县 安康市 14.5 

23 雁塔区 西安市 37.6 100 甘泉县 延安市 13.9 

24 鄠邑区 西安市 37.4 101 渭城区 咸阳市 12.8 

25 洛南县 商洛市 36.2 102 千阳县 宝鸡市 12.5 

26 城固县 汉中市 36.0 103 镇坪县 安康市 12.4 

27 高陵区 西安市 34.6 104 杨陵区 咸阳市 12.2 

28 合阳县 渭南市 34.5 105 太白县 宝鸡市 11.5 

29 紫阳县 安康市 34.4 106 留坝县 汉中市 11.2 

30 礼泉县 咸阳市 34.4 107 佛坪县 汉中市 9.2 

资料来源：陕西省各区县财政决算报告、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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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6：2021 年陕西省各地市政府性基金收入与土地财政依赖程度 

 

资料来源：2021年陕西省各地市财政决算报告、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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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7：2021 年陕西省各区县政府性基金收入排行榜（前后各 3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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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陵区 西安市 46.3 78 永寿县 咸阳市 1.1 

2 临潼区 西安市 22.9 79 太白县 宝鸡市 1.0 

3 蓝田县 西安市 19.1 80 佳县 榆林市 1.0 

4 长安区 西安市 16.7 81 岚皋县 安康市 0.9 

5 富平县 渭南市 14.8 82 紫阳县 安康市 0.8 

6 未央区 西安市 12.8 83 镇坪县 安康市 0.8 

7 兴平市 咸阳市 11.4 84 白河县 安康市 0.7 

8 蒲城县 渭南市 9.4 85 横山区 榆林市 0.7 

9 汉台区 汉中市 8.8 86 子洲县 榆林市 0.7 

10 靖边县 榆林市 8.4 87 清涧县 榆林市 0.6 

11 灞桥区 西安市 8.3 88 印台区 铜川市 0.6 

12 南郑区 汉中市 8.0 89 志丹县 延安市 0.5 

13 鄠邑区 西安市 7.2 90 子长市 延安市 0.5 

14 城固县 汉中市 7.2 91 佛坪县 汉中市 0.5 

15 彬州市 咸阳市 7.1 92 镇巴县 汉中市 0.5 

16 府谷县 榆林市 6.9 93 黄陵县 延安市 0.4 

17 莲湖区 西安市 6.3 94 碑林区 西安市 0.4 

18 阎良区 西安市 6.2 95 陈仓区 宝鸡市 0.4 

19 勉县 汉中市 6.1 96 耀州区 铜川市 0.3 

20 澄城县 渭南市 6.1 97 商州区 商洛市 0.3 

21 凤翔区 宝鸡市 5.9 98 杨陵区 咸阳市 0.2 

22 华阴市 渭南市 5.9 99 渭滨区 宝鸡市 0.1 

23 眉县 宝鸡市 5.8 100 新城区 西安市 0.1 

24 洋县 汉中市 5.8 101 渭城区 咸阳市 0.1 

25 神木市 榆林市 5.6 102 留坝县 汉中市 0.1 

26 岐山县 宝鸡市 5.4 103 王益区 铜川市 0.03 

27 金台区 宝鸡市 5.4 104 吴堡县 榆林市 0.03 

28 山阳县 商洛市 5.2 105 秦都区 咸阳市 0.0001 

29 泾阳县 咸阳市 5.2 106 宝塔区 延安市 0 

30 周至县 西安市 4.7 107 雁塔区 西安市 0 

资料来源：陕西省各区县财政决算报告、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宏观研究 

请务必阅读最后特别声明与免责条款 www.ykzq.com  17 / 22 

图表18：2021 年陕西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结构图 

 

注：2021年陕西省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为 124.4 亿元。 

资料来源：陕西省人民政府、粤开证券研究院 

 

 

 

 

 

 

 

 

 

 

 

 

 

 

 

 

 

 

利润收入 

58.5% 

股利、股息收

入 

25.8% 

产权转让收入 

1.7% 

清算收

入 

0.0% 
其他 

14.0% 



 宏观研究 

请务必阅读最后特别声明与免责条款 www.ykzq.com  18 / 22 

图表19：2021 年陕西省各地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情况 

 

资料来源：2021年陕西省各地市财政决算报告、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20：2021 年陕西省各地市政府债务余额与负债率 

 

资料来源：2021年陕西省各地市财政决算报告、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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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1：2021 年陕西省各地市政府债务余额结构图 

 

资料来源：2021年陕西省各地市财政决算报告、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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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2：2021 年陕西省各区县负债率排行榜（前后各 3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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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南县 商洛市 50.2 53.4 78 杨陵区 咸阳市 11.2 7.1 

2 商州区 商洛市 70.4 46.4 79 彬州市 咸阳市 18.7 6.9 

3 宁陕县 安康市 10.5 43.2 80 千阳县 宝鸡市 5.6 6.8 

4 岚皋县 安康市 20.9 38.0 81 秦都区 咸阳市 29.4 6.6 

5 紫阳县 安康市 38.6 35.8 82 定边县 榆林市 21.9 6.4 

6 镇坪县 安康市 8.8 33.6 83 靖边县 榆林市 28.1 6.2 

7 白河县 安康市 25.9 32.7 84 未央区 西安市 78.2 5.4 

8 甘泉县 延安市 10.6 32.0 85 陈仓区 宝鸡市 12.7 5.3 

9 丹凤县 商洛市 30.7 30.9 86 武功县 咸阳市 8.4 4.9 

10 略阳县 汉中市 21.3 30.6 87 岐山县 宝鸡市 8.1 4.6 

11 山阳县 商洛市 50.8 29.6 88 府谷县 榆林市 32.8 4.5 

12 镇安县 商洛市 27.9 27.9 89 吴起县 延安市 8.9 4.2 

13 留坝县 汉中市 5.7 25.9 90 扶风县 宝鸡市 7.2 4.2 

14 旬阳市 安康市 49.9 24.9 91 麟游县 宝鸡市 7.3 4.1 

15 洛南县 商洛市 34.0 24.7 92 高陵区 西安市 15.2 3.9 

16 佛坪县 汉中市 3.1 24.1 93 黄陵县 延安市 9.0 3.6 

17 白水县 渭南市 22.3 23.8 94 兴平市 咸阳市 9.2 3.3 

18 汉阴县 安康市 25.4 22.9 95 三原县 咸阳市 7.8 3.3 

19 平利县 安康市 23.6 22.7 96 洛川县 延安市 8.9 3.2 

20 澄城县 渭南市 25.1 22.1 97 志丹县 延安市 6.0 3.0 

21 潼关县 渭南市 10.4 22.0 98 碑林区 西安市 30.3 2.8 

22 柞水县 商洛市 21.3 21.9 99 金台区 宝鸡市 10.0 2.5 

23 黄龙县 延安市 4.9 21.8 100 凤翔区 宝鸡市 6.3 2.4 

24 华阴市 渭南市 16.7 21.5 101 榆阳区 榆林市 31.4 2.3 

25 镇巴县 汉中市 20.1 21.3 102 渭城区 咸阳市 6.1 2.0 

26 凤县 宝鸡市 18.7 20.4 103 新城区 西安市 11.1 1.7 

27 合阳县 渭南市 23.1 18.6 104 神木市 榆林市 27.1 1.5 

28 米脂县 榆林市 12.9 18.4 105 长安区 西安市 18.7 1.5 

29 勉县 汉中市 32.6 18.3 106 渭滨区 宝鸡市 5.3 0.9 

30 蒲城县 渭南市 41.1 18.2 107 雁塔区 西安市 4.3 0.2 

资料来源：陕西省各区县财政决算报告、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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