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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日，财政部及各地方财政厅（局）陆续发布了 2023 年财政数据。2023 年

31 个省份地方财政收入同比实现正增长，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比上年

增长 7.8%，增速较高主要是 2022 年大规模留抵退税、缓税形成低基数，以

及经济增长带动税收恢复性增长。尽管整体恢复性增长，地方财政收入也面

临结构性压力。受工业企业利润下滑影响，江苏、浙江等企业所得税收入负

增长；受大宗商品价格回调影响，陕西、山西等资源税收入下降；受房地产

市场拖累，多个省份土地增值税、契税等地方税收收入仍在下滑。2023 年积

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经济不确定因素和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叠加，土地

出让收入下行，基层“三保”压力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仍存。 

从 1949 年尤其是 1978 年改革开放和 1994 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区域经济

发生了巨大变化，继东西差异之后南北差距加大，随着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

方式变迁，东北崛起依旧任重道远，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使得人口持续流入。

经济分化导致的直接结果是财政分化，兼顾效率和公平，实现发展与均衡是

经济和财政体制的目标，在一个百年目标实现后开启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新征

程上尤其如此。七十余年来，尤其是四十余年来，中国各省份的财政收入到

底发生了怎样的变迁，我们从财政体制变迁角度略作部分探究。 

经济与财政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区域经济格局变化引发财政收入表现分化。

近两年，西部省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整体快于东部和中部。这种格局的变化

主要源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能源革命与绿色发展加速推进，西部资

源密集型省份经济和财政收入增长相对较快；而东部和中部省份遭遇外需下

行、房地产低迷等多重压力，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财政收入增速相对

偏慢。 

 

风险提示：经济恢复不及预期。本文中财政收入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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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70 年各省市财政排名变化的特征 

中国经济不是纯粹的西方经济学，而是政治经济学，财政是集中体现。地方财政收

入取决于其经济基础和财政体制。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

场经济，从农业到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从高度集中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到分税制。

这一系列体制的变革直接影响了各地的财政收入。经济发展与财政收入高度相关。2001

年至今，财政收入前五名为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和山东。其中，广东、江苏、浙江

和山东财政收入排名与地方 GDP 排名基本匹配，体现地方财政收入水平与地区整体经济

活动水平密切相关；而上海 GDP 位居第十，但其发达的房地产、批发零售、金融、商务

服务、交通运输等服务业、繁荣的外贸外资创造涉外税收对财政收入贡献率高，使其财

政收入保持前五。 

东北财政历经兴衰，背后是经济体制之变。改革开放以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东北

经济发展领先全国，财政收入排名靠前。1953 年第一个五年计划使东北成为新中国的工

业摇篮，之后大批工业、制造业落户东北，地区工业经济发展带动财政收入增长。1959

年，辽宁财政收入排名跃居前二，仅次于上海，并保持前三水平至 1991 年；1971 年黑

龙江财政收入跃居第四，并保持前五至 1979 年。但改革开放以后，东北的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进程缓慢，传统经济结构老化，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思维导致营商环境改善程度

不及东部沿海地区，国企占比高、人口老龄化突出，市场活力不足，重工业、制造业等

产业发展动力不足，导致财政收入相较沿海地区而言增速缓慢。1980 年黑龙江财政收入

从第五跌出前十榜单，此后再未跻身前十。辽宁财政收入于 1992 年跌出前三，2000 年

跌出前五，2015 年跌出前十，2022 年排名下滑至第 18 位。 

沿海地区财政长期相对丰裕，广东、江苏、上海、浙江和山东等沿海地区的财政收

入长期名列前茅。1950-1957 年，山东、广东、江苏三省财政收入保持前三名，三者间排

名或有更替。1959 年，上海财政收入突跃榜首，并保持第一至 1990 年。1991 年以后，

广东超过上海，位居第一并保持至今，2019 年达到 1.2 万亿元，直接源于广东省 GDP 长

达 31 年排全国第一。广东凭借纺织、制造、制药、服务等优势产业发展，以及全国第一

的人口、丰富资源、技术优势、“珠三角”国家战略优势等实现了连续 30 年 GDP 牢居全

国第一，因此也占据财政收入榜首。2001 年浙江升至前五，2002 江苏升至前三。江苏凭

借与广东相似的外向型经济模式以及其独有的“苏南模式”，经济发展较好。浙江的民营

经济活跃，对经济和财政收入的带动作用明显。山东财政收入在 1956-1958 年一度占据

第一位置，此后相继被辽宁、江苏等超越，近年经济转型困难，财政收入排名次于浙江。 

2023 年地方财政收入恢复性增长，31 省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全部实现正增长。

受经济增长带动与低基数效应影响，2023 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16784 亿元，比上

年增长 6.4%；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 117218 亿元，比上年增长 7.8%，31 省份 2023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实现正增长。各省市财政收入前十名的地区较上一年并未发生

变化，分别为：广东（13851 亿元）、江苏（9930）、浙江（8600）、上海（8313）、山东

（7465）、北京（6181）、四川（5529）、河南（4512）、河北（4286）、安徽（3939）。紧

随其后分列第 11-15 名的依次是湖北（3692）、福建（3592）、山西（3479）、陕西（3437）、

湖南（3361）。2023 年，山西、陕西排名分别较上一年下降 2 位、1 位，湖北排名上升 3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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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1952 年各省（市、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粤开证券研究院。注：湖北、四川、西藏、重庆数据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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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1959 年各省（市、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粤开证券研究院。注：四川、重庆数据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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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1969 年各省（市、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粤开证券研究院。注：西藏财政收入为负，主要是非税收入为负。四

川、重庆数据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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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1978 年各省（市、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粤开证券研究院。注：西藏财政收入为负，主要是非税收入为负。重

庆数据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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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1988 年各省（市、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粤开证券研究院。注：西藏财政收入为负，主要是非税收入为负。重

庆数据缺失。 

 

  

-0.02 
4.66 
4.82 
5.07 

15.46 
24.13 
24.98 
25.96 

32.29 
33.88 
33.89 

39.04 
40.16 
43.32 
43.55 
44.81 

50.53 
56.54 

61.42 
62.58 
64.78 
68.11 
69.02 
70.98 

82.68 
85.55 

107.57 
115.90 
117.96 

161.62 

-50 0 50 100 150 200

西藏
宁夏
海南
青海
新疆

内蒙古
甘肃
贵州
江西
陕西
广西
山西
福建
吉林
安徽
天津
云南
湖南
四川

黑龙江
河北
北京
湖北
河南
山东
浙江
广东
辽宁
江苏
上海

亿元



 宏观深度 

请务必阅读最后特别声明与免责条款 www.ykzq.com  9 / 15 

图表6：1998 年各省（市、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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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7：2008 年各省（市、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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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8：2018 年各省（市、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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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9：2023 年各省（市、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 

 
资料来源：各地财政预算执行报告、粤开证券研究院 

二、我国财政体制改革历程概要 

1949-1978：“统收统支”。1978 年以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决定了我国实行统

收统支、高度集中的财税体制。中央集中了绝大部分财权、事权，地方基本只能按中央

计划行事，缺乏自主性和积极性。 

1980-1993：“包干制”。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的

基础上，提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财政体制作为改革突破口先行一步。

1980 年、1985 年和 1988 年财政体制经历了重大改革与调整，划分税种、划分收支、分

级包干（中央核定各地收支，地方上缴收入或接受补贴，其余部分自主安排，自求平衡）、

放权让利，统称“包干制”。“包干制”打破了中央高度集中的僵化体制，更多地释放了

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有力地支持了其他领域改革。但与此同时，由于多种体制并存以

及中央与地方“一对一”谈判机制和条块分割的行政隶属关系控制，财政体制的规范性、

透明度和可持续性不足，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下滑，中央财政收入占全

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明显偏低，政府行政能力和中央政府调控能力下降，甚至导致了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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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落入要向地方“借款”的窘境。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从 1978 年的 30.8%下降至 1993

年的 12.2%，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比重从 1984 年的 40.5%下降至 1993 年的 22%。地方

政府为提高地方财政收入实行地方保护、地方封锁，不利于全国经济平衡与发展。 

1994-至今：“分税制”。1992 年明确了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1994

年以后实行分级财政的财政管理体制：（1）地方财政相对独立，地方预算由地方立法机

构审批；（2）明确中央与地方财政的事权范围，中央财政主要负责国防、外交、中央基

建等全国性事务，地方财政主要负责本地行政管理、公共安全、基本建设、城市维护和

建设、文化教育卫生等地方性事务；（3）实行“分税制”，将收入划分为中央收入、地方

收入、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4）建立规范化的预算调节制度，中央对财力薄弱地区实

施转移支付与税收返还。分税制强化了地方财政约束的同时，也增强了地方财政收支管

理的主动性，推动了经济结构改革。实现了财政收入稳定增长，财政占 GDP 比重及中央

财政占全国财政比重上升，强化了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但

是省级以下财政制度不明确，政府间事权划分、税收划分有待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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