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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下文简称“新疆”）位于我国西北地区，地处亚欧大陆腹

地，与西藏、青海、甘肃相邻。新疆是我国陆地面积最大、交界邻国最多、

陆地边境线最长的省级行政区，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也是“亚欧大陆桥”

战略要道，更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战略要地之外，新疆也是我国重

要的瓜果药材生产基地和能源基地：一方面，新疆生物资源种类繁多，林果、

药材品质优良且产量丰富，是久负盛名的“瓜果之乡”。另一方面，阿尔泰山、

天山、昆仑山“三山夹两盆”，复杂多变的地貌也为新疆带来了种类全、储量

大、开发前景广阔的矿产资源，新疆石油、天然气资源总量超 300 亿吨，占

全国预测总量的四分之一以上。近年来，依托国家政策支持和自身资源禀赋，

新疆综合实力不断提升；然而受制于复杂的地域结构和自然环境，新疆整体

经济发展仍然面临规模小、底子薄、基础差等挑战。2022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地区生产总值近 1.8 万亿元，位居全国 23 位。 

经济形势反映到财政，集中体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

量小、增速缓，政府性基金收入较低，对土地财政依赖度也较低；自治区内

分化较大、北疆地区财政实力明显优于南疆；财政自给率低，需要中央给予

净补助，对转移支付依赖度较高；以石油石化为代表的资源型产业是创税重

要来源，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创税比重达到 14.8%，位居全国第 3；

整体债务规模较小，但考虑到经济体量和可用财力后，债务率和负债率均较

高，偿债压力较大等。 

作为我国西北的战略屏障保障、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西部大开发重点地

区、向西开放桥头堡，“十四五”期间新疆肩负重要的发展使命，需全力保障

社会稳定、长治久安，推动居民共同富裕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在此背景下，

新疆财政有必要重点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需充分发挥各类政策叠

加增效和对口援疆的独特优势，应用好自身独特的自然资源禀赋、区位优势

和地域特色，重点布局以石油石化、农副产品加工、纺织服装、特色旅游为

代表的优势产业，积极培育壮大清洁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引导优

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融合发展。二是进一步提高财政支出绩效，坚持“保

基本、保重点、保民生、保稳定、压一般”，严控“三公经费”支出，大力压

减一般性支出，集中财力投向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三是完善自治区对各地

转移支付制度，提升转移支付制度的规范性、科学性、有效性，促进协调发

展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四是加强对政府债务的动态监控，完善债务风险

评估和预警工作机制，保障全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安全可控。 

 

风险提示：经济增长速度、产业转型不及预期，财政体制改革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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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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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年鉴 2021》

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地市州政府统计公报分析新疆税源结构，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从对全国财政的净贡献来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对中央创造的税收收入规模

处于全国下游，收到中央税收返还及转移支付规模位于全国中上游，对中央补助依赖度

较高。2020 年新疆对中央税收收入贡献为 975 亿元，排全国倒数第 8，收到中央税收返

还及转移支付 3621 亿元，位居全国第 9 名。2020 年新疆对全国财政净贡献-2534 亿元，

需要中央予以净补助，且净补助规模位居全国第 5。2020 年中央对新疆税收返还及转移

支付占当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为 245%，在全国排第 5 名，中央转移支付是补充新疆

地方财力的重要来源。 

第二，从自治区以下财政体制来看，由于新疆地广人稀、内部区域发展不平衡，需

要自治区本级财政掌控一定财力用于统筹均衡，故财政收入划分到自治区本级的比重处

于全国中上游水平。2021 年新疆自治区本级、地市州级及以下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全省

比重分别为 17.9%和 82.1%，自治区本级财政收入占比相对较高。 

支出方面，教育、农林水、社会保障和就业三大主要支出项目。从支出层级来看，

2021 年新疆自治区本级、地市州级及以下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比分别为 22.3%、77.7%。

从支出结构上来看，2021 年新疆教育、农林水、社会保障和就业、一般公共服务、卫生

健康支出占比靠前，分别为 17.3%、15.8%、12.6%、9.1%和 8.3%。 

第三，从税种来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创造的税收主要来源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

消费税三大税种，三大主体税种合计贡献税收收入近七成。2020 年增值税贡献了新疆创

税规模的 41.6%，其次分别为企业所得税和消费税，占比分别为 14.4%和 13.6%。 

第四，从产业来看，以石油石化为代表的资源型产业是创造税收的重要来源。2020

年新疆创造税收收入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比分别为 0.3%、51.3%和 48.4%。

从细分行业来看，资源型行业是新疆创税的主要行业，其中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

业创税比重达 14.8%，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11.2 个百分点，位居全国第 3。以石油和天然

气开采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为代表的采矿业创税占比达到 11.9%，位居全国第 5。 

 

二、新疆财政形势：财政收入总量小、自给率低，较为依赖转

移支付 

第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收入位居全国下游，自治区内财政实力差异较大，以

乌鲁木齐、昌吉回族自治州为代表的北疆地区财政实力明显优于南疆地区。2021 年新疆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619 亿元，排在全国第 24 位。从地市州看，天山以北的北疆地区在

首府乌鲁木齐的带动下，经济发达程度和财政实力整体优于南疆地区。2021 年乌鲁木齐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77.9 亿元，位居自治区内第 1。受乌昌都市圈带动，昌吉回族自治

州经济发展水平在自治区内较高，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157.9 亿元，位居自治区

内第 2。同处于北疆地区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2021 年地区生产总值位列全省第二，但受

制于产业结构（第一产业占比较高），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32.4 亿元，排在第 4

位。阿克苏地区作为南疆地区代表，是国家优质商品棉基地，纺织、印染、化纤等相关

产业发展较好。2021 年阿克苏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33.7 亿元，排在全省第 3 位。其

余地市州（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未超过 100 亿元，排名末位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

自治州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仅为 17.8 亿元。分区县来看，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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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的区县均位于乌鲁木齐市，分别是新市区（73.1 亿元）、头屯河区（69.3 亿元）、天

山区（45.4 亿元），96 个区县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过 10 亿元的仅有 29 个。 

第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收入质量处于全国中下游，2021 年新疆税收收入占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67.5%，在 31 个省份中排第 21 名。从税收收入结构看，新疆

留存税收主要来源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资源税三大税种。2021 年新疆的增值税、企

业所得税、资源税分别达到 426.4 亿元、159.1 亿元、96.3 亿元，占全省税收收入比重

分别为 39.0%、14.6%、8.8%。分地市来看，新疆各地市财政收入质量差异明显。税收收

入占比最高的哈密市（80.1%）与占比最低的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52.2%）相差 27.9 个

百分点。除哈密市外，新疆其它地市税收收入占比均在 80%以下，低于自治区平均水平

（67.5%）的有 7 个，分别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65.7%）、塔城地区（60.6%）、吐鲁番

市（60.1%）、喀什地区（60.0%）、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59.9%）、和田地区（53.9%）

和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52.2%）。 

第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自给率低，首府乌鲁木齐市虹吸效应显著，各地市的

财政自给率分化较大，整体对转移支付依赖度较高。2021 年新疆财政自给率为 30.1%，

排全国倒数第五名。分地市来看，除乌鲁木齐、克拉玛依、昌吉回族自治州三地外，其

余地市州财政自给率均不超过 50%，其中乌鲁木齐财政自给率最高，为 90.1%。三个地市

州财政自给率低于 10%，分别是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9.9%）、喀什地区（9.1%）及

和田地区（7.5%）。从区县来看，财政自给率超过 100%有 6 个，均位于乌鲁木齐市，其

中乌鲁木齐市天山区（207.8%）排名第一。财政自给率低于 10%的有 25 个，主要集中在

南疆的喀什、和田地区。其中和田地区策勒县、和田地区皮山县和喀什地区英吉沙县财

政自给率排倒数前 3 名，分别低至 4.9%、4.1%和 4.0%，对上级转移支付依赖度较高。 

第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性基金收入较低，乌鲁木齐市贡献了自治区内近四成

的政府性基金收入，首位优势明显。2021 年新疆政府性基金收入仅 606.1 亿元，排全国

第 24 位。2021 年已公布数据的地市州中，政府性基金收入超过百亿元的仅有乌鲁木齐

市一个，为 224.8 亿元，是排名第二的阿克苏地区（59.2 亿元）的 3.8 倍，喀什地区（58.6

亿元）紧随其后。其他地市州政府性基金收入规模均低于 50 亿元，排名最末的克孜勒苏

柯尔克孜自治州政府性基金收入仅为 4.7 亿元。 

新疆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较低，2021 年新疆土地依赖度为 27.2%，位于全国 31 个省

市区中的倒数第 6。地市层面，已公布政府性基金收入的地市州土地财政依赖程度均未

超过 50%，其中喀什地区土地财政依赖程度最高，达到 46.3%，克拉玛依市排名最后，仅

为 7.1%。 

 

三、新疆债务形势：整体债务规模较小，但债务率和负债率均

较高 

第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体债务规模处于全国中下游，但考虑到经济体量和可用

财力较小，负债率和债务率位于全国中游，有一定偿债压力。截至 2021 年末，新疆地方

政府债务余额为 6627 亿元，排在全国第 23 位，其中一般债务余额为 3795 亿元，专项债

务余额为 2832 亿元。考虑经济体量和综合可用财力后，2021 年新疆负债率、债务率分

别达到 41.5%和 116.5%，位居全国第 10 名和第 16 名，有一定偿债压力。进一步考虑地

方政府可能存在隐性债务，2021 年新疆广义负债率、广义债务率分别提升至 82.5%和

231.6%，偿债压力显著增加。 

第二，自治区内各地市州（地区）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差距较大，首府乌鲁木齐市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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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余额最高，规模超千亿。截至 2021 年末，乌鲁木齐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 1336 亿元，

是自治区 14 个地市中唯一超过千亿元的地市，远高于第二名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 471.5

亿元。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地区债务余额排名最后，仅为 166.5 亿元。从区县看，

债务规模超 100 亿元的区县有 7 个且主要集中于乌鲁木齐市，低于 10 亿元的有 5 个，其

中排名倒数三位分别为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4.9 亿元）、乌鲁木齐市乌鲁木齐县（2.7

亿元）和阿克苏地区柯坪县（2.4 亿元）。 

负债率方面，2021 年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84.2%）、和田地区（73.8%）负债

率超 60%，偿债压力相对较大。尽管乌鲁木齐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在自治区内遥遥领先，

但相对其较大的经济体量，乌鲁木齐负债率仅为 36.2%，位居自治区内中游。克拉玛依

市负债率在全自治区内最低，为 23.0%。 

从债务结构来看，乌鲁木齐、吐鲁番、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三地一般债务余额占比

最低，分别为 33.2%、39.2%和 41.4%；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和田地区、阿勒泰地

区三地一般债占比最高，分别达到 70%、69.4%和 68.1%。 

第三，考虑城投平台有息债务后，区域债务压力分化程度显著上升，其中乌鲁木齐

广义债务负担相对较重，债务化解压力较大。当前新疆城投平台有息债务向省级平台及

乌鲁木齐集中，2021 年省级平台和乌鲁木齐城投平台有息债务余额分别贡献了全省的

39.1%和 37.1%。较高的城投平台有息债务推动乌鲁木齐广义负债率达到 102.1%，位居自

治区内第一，隐性债务风险化解压力较大。 

 

四、其他相关数据 

 

图表1：2000—2022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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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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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2021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地市州经济成绩单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3：2021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地市州三次产业占比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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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2021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分预算层级构成图 

 

资料来源：2021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级财政决算报告、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5：2021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结构图 

 

资料来源：2021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决算报告、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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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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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创造税收收入分税种构成图 

 

注：烟叶税收入为 0。 

资料来源：《中国税务年鉴 2021》、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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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8：2021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留存税收收入分税种构成图 

 

注：烟叶税收入为 0。 

资料来源：2021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决算报告、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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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9：1994—2022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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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10：2021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地市州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 

 

资料来源：2021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地市州财政决算报告、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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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1：2021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地市州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质量 

 

资料来源：2021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地市州财政决算报告、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12：2021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地市州财政自给率 

 

资料来源：2021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地市州财政决算报告、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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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3：2021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区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前 30名） 

 

资料来源：2021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区县财政决算报告、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14：2021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地市州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资料来源：2021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地市州财政决算报告、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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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5：2021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区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排行榜（前后各 30 名） 

排名 区县 地市州 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亿元) 

排名 区县 地市州 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亿元) 

1 莎车县 喀什 111.0 67 哈巴河县 阿勒泰 23.3 

2 喀什市 喀什 101.7 68 尼勒克县 伊犁 22.7 

3 墨玉县 和田 93.3 69 且末县 巴州 22.3 

4 叶城县 喀什 76.9 70 天山区 乌鲁木齐 21.8 

5 伊宁市 伊犁 74.9 71 特克斯县 伊犁 21.8 

6 库尔勒市 巴州 70.7 72 水磨沟区 乌鲁木齐 21.2 

7 阿克苏市 阿克苏 70.3 73 福海县 阿勒泰 20.9 

8 昌吉市 昌吉 66.9 74 焉耆回族自治

县 

巴州 20.9 

9 库车市 阿克苏 64.8 75 阿拉山口市 博州 19.9 

10 伽师县 喀什 62.1 76 若羌县 巴州 19.8 

11 伊州区 哈密市 61.4 77 木垒哈萨克自

治县 

昌吉 19.7 

12 和田市 和田 60.3 78 尉犁县 巴州 19.6 

13 阿克陶县 克州 58.8 79 青河县 阿勒泰 18.4 

14 巴楚县 喀什 57.4 80 布尔津县 阿勒泰 17.7 

15 和田县 和田地区 55.8 81 温泉县 博州 17.6 

16 霍尔果斯市 伊犁 55.8 82 托里县 塔城 16.9 

17 于田县 和田 53.7 83 阿合奇县 克州 16.5 

18 疏勒县 喀什 53.2 84 白碱滩区 克拉玛依 15.9 

19 皮山县 和田 51.2 85 民丰县 和田 15.8 

20 阿图什市 克州 51.1 86 伊吾县 哈密市 15.8 

21 洛浦县 和田 50.6 87 和硕县 巴州 15.1 

22 英吉沙县 喀什 47.2 88 独山子区 克拉玛依 14.8 

23 博乐市 博州 43.4 89 和布克赛尔蒙

古自治县 

塔城 14.2 

24 疏附县 喀什 43.1 90 吉木乃县 阿勒泰 13.6 

25 伊宁县 伊犁 43.1 91 柯坪县 阿克苏 12.9 

26 拜城县 阿克苏 42.7 92 裕民县 塔城 12.4 

27 沙雅县 阿克苏 41.4 93 博湖县 巴州 12.1 

28 温宿县 阿克苏 40.2 94 乌鲁木齐县 乌鲁木齐 12.0 

29 新市区 乌鲁木齐 38.3 95 乌尔禾区 克拉玛依 8.2 

30 策勒县 和田 37.3 96 达坂城区 乌鲁木齐 7.2 

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地市州（地区）简称如下，乌鲁木齐市简称“乌鲁木齐”；昌吉回族自治州简称“昌吉”；阿克苏地区简称“阿

克苏”；哈密市简称“哈密”；阿勒泰地区简称“阿勒泰”；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简称“伊犁”；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简称“巴州”；塔

城地区简称“塔城”；吐鲁番市简称“吐鲁番”；喀什地区简称“喀什”；和田地区简称“和田”；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简称“博州”，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简称“克州”；克拉玛依市简称“克拉玛依”。 

资料来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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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地市州政府性基金收入与土地财政依赖程度 

 
资料来源：2021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地市州财政决算报告、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17：2021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区县政府性基金收入排行榜（前后各 30名） 

排名 区县 地市州 政府性基金收入

(亿元) 

排名 区县 地市州 政府性基金收入

(亿元) 

1 头屯河区 乌鲁木齐 44.6 67 于田县 和田 1.3 

2 新市区 乌鲁木齐 34.0 68 和静县 巴州 1.3 

3 米东区 乌鲁木齐 28.6 69 奇台县 昌吉 1.2 

4 阿克苏市 阿克苏 27.2 70 英吉沙县 喀什 1.2 

5 库尔勒市 巴州 23.9 71 轮台县 巴州 1.2 

6 喀什市 喀什 22.5 72 若羌县 巴州 1.2 

7 昌吉市 昌吉 21.3 73 洛浦县 和田 1.0 

8 伊州区 哈密 16.8 74 温泉县 博州 1.0 

9 伊宁市 伊犁 15.3 75 独山子区 克拉玛依 1.0 

10 和田市 和田 15.3 76 博湖县 巴州 1.0 

11 水磨沟区 乌鲁木齐 13.7 77 裕民县 塔城 1.0 

12 博乐市 博州 10.5 78 伊吾县 哈密 0.9 

13 库车市 阿克苏 9.8 79 焉耆回族自治县 巴州 0.9 

14 阿勒泰市 阿勒泰 7.7 80 特克斯县 伊犁 0.9 

15 塔城市 塔城 6.1 81 策勒县 和田 0.8 

16 沙雅县 阿克苏 5.5 82 皮山县 和田 0.8 

17 疏勒县 喀什 5.4 83 青河县 阿勒泰 0.8 

18 伽师县 喀什 5.2 84 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 塔城 0.7 

19 霍尔果斯市 伊犁 5.0 85 昭苏县 伊犁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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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区县 地市州 政府性基金收入

(亿元) 

排名 区县 地市州 政府性基金收入

(亿元) 

20 阿瓦提县 阿克苏 4.8 86 吉木乃县 阿勒泰 0.5 

21 莎车县 喀什 4.3 87 和硕县 巴州 0.5 

22 高昌区 吐鲁番 4.3 88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 喀什 0.5 

23 霍城县 伊犁 4.0 89 民丰县 和田 0.5 

24 玛纳斯县 昌吉 3.8 90 乌恰县 克州 0.4 

25 乌苏市 塔城 3.6 91 柯坪县 阿克苏 0.4 

26 尼勒克县 伊犁 3.4 92 托里县 塔城 0.3 

27 沙湾市 塔城 3.4 93 乌尔禾区 克拉玛依 0.3 

28 墨玉县 和田 3.3 94 阿合奇县 克州 0.1 

29 鄯善县 吐鲁番 3.3 95 沙依巴克区 乌鲁木齐 0.1 

30 叶城县 喀什 3.2 96 天山区 乌鲁木齐 0.02 

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地市州（地区）简称如下，乌鲁木齐市简称“乌鲁木齐”；昌吉回族自治州简称“昌吉”；阿克苏地区简称“阿

克苏”；哈密市简称“哈密”；阿勒泰地区简称“阿勒泰”；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简称“伊犁”；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简称“巴州”；塔

城地区简称“塔城”；吐鲁番市简称“吐鲁番”；喀什地区简称“喀什”；和田地区简称“和田”；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简称“博州”，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简称“克州”；克拉玛依市简称“克拉玛依”。 

资料来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区县财政决算报告、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18：2021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有资本经营收入结构图 

 

注：2021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为 13.4亿元。 

资料来源：2021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决算报告、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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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9：2021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地市州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注 1：2021年塔城地区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数据缺失。 

注 2：经核实，吐鲁番市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为 0 。 

资料来源：2021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地市州财政决算报告、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20：2021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地市州政府债务余额与负债率 

 

资料来源：2021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地市州财政决算报告、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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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1：2021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地市州政府债务余额结构图 

 

资料来源：2021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地市州财政决算报告、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22：2021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区县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排行榜（前后各 30 名） 

排名 区县 地市州 地方政府债务

余额(亿元) 

排名 区县 地市州 地方政府债务

余额(亿元) 

1 头屯河区 乌鲁木齐 206.2 67 青河县 阿勒泰 25.8 

2 库尔勒市 巴州 196.8 68 拜城县 阿克苏 25.6 

3 昌吉市 昌吉 133.3 69 且末县 巴州 24.9 

4 伊州区 哈密 130.9 70 伊吾县 哈密 24.8 

5 新市区 乌鲁木齐 127.9 71 水磨沟区 乌鲁木齐 24.3 

6 米东区 乌鲁木齐 102.6 72 乌恰县 克州 24.2 

7 伊宁市 伊犁 100.3 73 托里县 塔城 23.9 

8 喀什市 喀什 96.3 74 吉木乃县 阿勒泰 21.8 

9 阿克苏市 阿克苏 88.2 75 昭苏县 伊犁 21.4 

10 博乐市 博州 79.2 76 英吉沙县 喀什 21.1 

11 高昌区 吐鲁番 74.1 77 乌什县 阿克苏 20.4 

12 库车市 阿克苏 71.3 78 博湖县 巴州 20.2 

13 鄯善县 吐鲁番 67.7 79 若羌县 巴州 19.5 

14 阿图什市 克州 64.1 80 疏附县 喀什 19.2 

15 墨玉县 和田 59.4 81 独山子区 克拉玛依 18.4 

16 和田市 和田 55.2 82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 昌吉 18.2 

17 阿克陶县 克州 54.9 83 和硕县 巴州 17.4 

18 塔城市 塔城 54.5 84 麦盖提县 喀什 17.0 

19 莎车县 喀什 52.6 85 白碱滩区 克拉玛依 16.3 

20 阿勒泰市 阿勒泰 52.6 86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 喀什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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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区县 地市州 地方政府债务

余额(亿元) 

排名 区县 地市州 地方政府债务

余额(亿元) 

21 巴楚县 喀什 51.2 87 乌尔禾区 克拉玛依 15.2 

22 霍尔果斯市 伊犁 50.1 88 沙依巴克区 乌鲁木齐 14.0 

23 奎屯市 伊犁 49.0 89 泽普县 喀什 13.0 

24 沙雅县 阿克苏 48.2 90 天山区 乌鲁木齐 12.2 

25 精河县 博州 46.9 91 裕民县 塔城 10.4 

26 温宿县 阿克苏 46.8 92 阿合奇县 克州 9.4 

27 叶城县 喀什 45.3 93 民丰县 和田 7.9 

28 克拉玛依区 克拉玛依 44.8 94 达坂城区 乌鲁木齐 4.9 

29 和田县 和田 44.7 95 乌鲁木齐县 乌鲁木齐 2.7 

30 沙湾市 塔城 44.6 96 柯坪县 阿克苏 2.4 

注 1：因喀什市等 35区县 2021年 GDP数据缺失，故此处不再展示区县负债率。 

注 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地市州（地区）简称如下，乌鲁木齐市简称“乌鲁木齐”；昌吉回族自治州简称“昌吉”；阿克苏地区简称“阿

克苏”；哈密市简称“哈密”；阿勒泰地区简称“阿勒泰”；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简称“伊犁”；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简称“巴州”；塔城地

区简称“塔城”；吐鲁番市简称“吐鲁番”；喀什地区简称“喀什”；和田地区简称“和田”；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简称“博州”，克孜勒

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简称“克州”；克拉玛依市简称“克拉玛依”。 

资料来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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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