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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从财政视角看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系列（九） 
  核心观点 

财政政策如何服务于共同富裕目标？——（1）促进共同富裕，财政政策重点推进
二次分配。（2）发挥财税手段调节再分配，重点关注财产性征税，稳步推进房地产
税落地，调节存量财富差距，可适时推进资本利得税、遗产税等征收拓宽财产税范
畴。（3）健全社会保障、提升社保标准可起到托底作用。（4）加大并完善转移支付
体系，财力向薄弱领域倾斜，有助于弥合差距。 

 

❑ 财政在共同富裕的重点是二次分配 

中财委会议基本明确以初次、二次、三次分配为主体的收入分配制度将是推进共同

富裕的基础安排；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财政政策在再分配领域扮

演重要作用；财政发挥再分配作用，目标是扩大中等收入人群、形成橄榄型收入分

配结构，其关键在于促进机会平等、畅通向上通道。 

 

❑ 税收方面的重点是增加财产性征税 

从促进共同富裕的长期视角来看，核心是增加财产性征税促进财富差距的收敛，重

点推进房地产税落地，结合国际经验，可以适时研究推进遗产税、资本利得税等税

种拓宽财产税范畴。继续优化税收体系，优化收入分配机制，推进消费税、增值税

等立法，健全直接税体系，逐步提高其占税收收入比重。 

 

❑ 社保重点是提高标准起到托底作用 

我国已建立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疫情期间作用突出。十四五规划多措并

举，搭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社保提质扩围，促进共同富裕。1）实现基本养老

保险全国统筹；2） 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合理调整机制，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

础养老金标准；3）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4）推进失业保险、工伤保

险向职业劳动者广覆盖；5）优化社会救助。为补充社保资金，我们认为可推进完

善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制度，并探索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资金补充社保。 

 

❑ 加大转移支付，财力向薄弱领域倾斜 

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促进共同富裕，我们认为需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提升均衡性转

移支付水平，运用好专项转移支付，发挥常态化财政直达机制作用，综合改善地方

财力不足困境，并通过财力向薄弱领域倾斜，缓解我国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问

题，为共同富奠定基础。 

 

风险提示：政策落地不及预期，经济超预期恶化，财政政策超预期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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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是当下市场关注重点。8 月 17 日中财委第十次会议强调高质量发展中促进

共同富裕，叠加 K12 教育、双减、数据安全等前期政策催化，基于对政策不确定性担忧，

市场情绪与资产价格波动出现较大变化，如何认识并理解当下政策意图是市场关注的重

点问题，特别是在共同富裕政策下的财税政策、产业政策、区域政策。此前，我们已经

推出了若干篇报告，从收入分配、浙江先行、财税体制、消费潜力、投资方向等角度对

共同富裕进行细分，旨在对这一问题进行全面剖析。 

本文从财政视角探讨共同富裕之路，我们认为，财政政策服务于共同富裕目标的重

点落在二次分配，财税体制改革关键在增加财产性征税，调节存量财富差距，进一步健

全社保体系、提高社保标准以承担重要的托底作用，保障低收入、残障等弱势群体，同

时完善转移支付力度并加大对薄弱领域、低层级政府的财力支持，促进公共服务及设施

均等化，提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多措并举促进共同富裕。 

1. 财政在共同富裕的重点是二次分配 

财政在共同富裕的重点是二次分配。从财政角度来看习近平主席在中央财经委员会

第十次会议中有关共同富裕的表态，我们认为有以下几个要点:首先，中财委会议基本

明确以初次、二次、三次分配为主体的收入分配制度将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基础安排；其

二，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财政政策在再分配领域扮演重要作用；其三，

财政发挥再分配作用，目标是扩大中等收入人群、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其关键在

于促进机会平等、畅通向上通道。 

初次分配较难实现公平，必须再分配手段调节。再分配主要是指政府通过财税政策

手段调节不同主体之间的收入，与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不同的是，再分配注重公平。结合

国际经验来看，不论在何种经济体内，初次分配难以实现公平分配，必须通过再分配手

段调节。我们曾于前期报告《海外国家如何缩小贫富差距》中指出：挪威、瑞典、丹麦、

芬兰、冰岛五大北欧国家是全球贫富差距控制当之无愧的领头羊，基尼系数均位于 0.3

以下，属于低贫富差距国家。发达国家中，日本、德国贫富差距同样较为健康，基尼系

数均为 0.32，离低贫富差距的标准较近。上述国家缩小贫富差距的主要手段是二次分配。

二次分配前，芬兰、德国等国家的基尼系数均位于 0.5 附近，远超国际公认 0.4 的“红

线”。经过税收和转移支付分配后基尼系数方才回落至 0.3 以下，二次分配对基尼系数的

影响幅度最多可达 0.2 以上。 

图 1：不同国家人群收入占比和基尼系数（%，2010-2017 年间的最新数据） 

资料来源：联合国，浙商证券研究所 

 最贫困的 40% 最富有的 10% 最富有的 1% 基尼系数 

国家 2010-2017 2010-2017 2010-2017 2010-2017 

挪威 23.1 22.3 8.4 27.5 

瑞士 20.3 25.2 11.9 32.3 

德国 20.7 24.8 11.1 31.7 

冰岛 23.2 23.5 6.8 27.8 

瑞典 22.1 22.9 8.3 29.2 

丹麦 23.3 23.8 12.8 28.2 

芬兰 23.4 22.4 7.3 27.1 

美国 15.2 30.6 20.2 41.5 

日本 20.3f 24.7f 10.4 32.1f 

中国 17.0 29.4 13.9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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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主要国家在二次分配前后的基尼系数变化（根据数据可得性，数据更新至 2013 年） 

资料来源：World In Data，浙商证券研究所 

完善现代财税体制，发挥财政再分配作用。财政发挥再分配作用的核心在于发挥财

税体系的调节作用，高质量发展道路下促进共同富裕，财税体制重点关注以下方面，1）

按照“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步推进”的原则，逐步推进消费税、增值税等税项立法，

完善税收体系，更好地调节收入分配。2）增加财产税调节家庭财富差距，积极稳妥推

进房地产税立法，借鉴国际经验适时推进遗产税、资本利得税的研究、试点和立法。3）

完善财税体制，加强税收征管和稽查，规范逃税、非法逃税行为，清理规范不合理收入，

整顿收入分配秩序，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促进共同富裕。4）通过财税体制，支持发挥

慈善、捐赠等第三次分配的作用。 

2. 税收方面的重点是增加财产性征税 

促进共同富裕，再分配要求税收手段既调增量也调存量。促进共同富裕，形成橄榄

型收入分配格局，财税手段需要双管齐下，既调增量又调存量，一方面发挥所得税、增

值税、消费税等税种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另一方面积极通过财产税调节存量财富差

距，历史经验表明，单纯的收入分配调节可能无法实现收入结构的优化。 

税收手段重点关注增加财产性征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形成

也带动居民财富的快速增长，当前财富的差距是长期收入分配失衡和资产价格重估造成

的，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单纯调节收入分配可能无法扭转贫富差距的事实，我们认为从

促进共同富裕的长期视角来看，核心是增加财产性征税促进财富差距的收敛，重点推进

房地产税落地，结合国际经验，适时推进遗产税、资本利得税的研究、探讨、试点和立

法。同时继续优化税收体系，优化收入分配机制，推进消费税、增值税等立法，健全以

所得税和财产税为主体的直接税体系，逐步提高其占税收收入比重。 

2.1. 稳步推进房地产税落地，调节存量财富分配结构 

存量财富方面，借鉴国际经验，房地产税、资本利得税、遗产税等财产税是重要的

调节方式，考虑我国居民财富以房地产为主要构成，既能为地方政府增加税源，又符合

房地产长效机制的管控思路，房地产税的落地可以促进存量财富差距的缩小，全面推进

需要立法先行，立法前可在已有房地产“空转”基础的城市进行扩大试点。 

房地产是我国居民资产（存量财富）的核心构成。根据我们测算，截至 2020 年末，

我国居民资产负债表总资产规模 552万亿元，是 2007年规模的 5.87倍。从结构上来看，

居民资产可分为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前值包括通货、存款、债券、股票、基金、银行

理财、信托产品、黄金、住房公积金、社会保险基金及保险准备金等；后者包括城镇住

 二次分配前基尼系数 二次分配后基尼系数 调节力度 

丹麦 0.442 0.254 0.188 

芬兰 0.495 0.257 0.238 

德国 0.508 0.292 0.216 

冰岛 0.386 0.244 0.142 

日本 0.488 0.33 0.158 

瑞典 0.443 0.281 0.162 

美国 0.508 0.394 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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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农村住房、家用汽车及农村固定资产。截至 2020年，居民资产占比最大的几项依次

是城镇住房、通货及存款、农村住房、保险准备金、银行理财、股票、家用汽车等，占

比分别为 42.8%、18%、13.3%、4.8%、4.1%、3.9%和 3%，可以看到，住房资产是我国

居民资产的核心构成，同时居民住宅价值会随着房价走高相应提升，因此，房地产财富

效应成为我国居民资产差距不断拉大的重要致因。 

图 3：我国居民资产负债表（估算）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推行房地产税有助于调节房地产供需错配，促进存量贫富差距收敛。新型城镇化背

景下实施大国大城战略，促进生产要素向超大、特大城市集聚，带动经济、产业、社会

等领域的发展，与之匹配的是高收入人群持续增加，高收入人群比例增多推升房地产需

求，主要是首套刚需及改善性需求，但现有房地产政策较难有效调节，单纯的需求限制

性政策本质上只是推迟需求，供给端供地、新房等又难以快速放量，我们认为推行房地

产税有助于调节房地产供需错配，对于核心城市的楼市而言，相比扩大增量，盘活存量

对扩大供给可能更为重要，推进房地产税征收可以有效推动多套房持有者卖出房子，从

而扩大房地产供给，房地产税采取的累进制使得多套房持有者的应交税费显著上升，有

助于稳定房价并促进居民存量资产差距的收敛。 

房地产税全面落地需要立法先行，扩大试点是可选之举。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

确“税收法定”原则后，全面推行房地产税则必须以立法形式推进，2021 年房地产税并

未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议名单且不在预备项目中，预计房地产税的全面推行仍需要

时间。全面推行存疑，但扩大试点是可选之举，5 月四部门座谈商讨房地产税推进情况，

考虑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我国已在深圳、北京等数十个城市进行了房地产税“空转”

试点，这些“空转”城市开征房地产税并不存在技术障碍，我们认为，在上海、重庆的

经验上，进一步扩大核心城市试点的方式可能更有利于积累政策经验，从而更有利于房

地产税立法的落地，尤其是在我国“因城施策”的房地产调控机制下，长期供给能力不

足、供给压力较大的城市推进房地产税的概率会较高。 

作为重要的财税制度改革，我们预计房地产税大概率对第一套房不征收，采取阶梯

型累进税率。在兼顾收入分配和调控房价的角色下，上述举措充分发挥房产税差别税率

的作用，对购买第二套房以上的购房者可以适当提高房产税率，一方面可以增加购房者

继续购买二套房以上的成本，抑制投机性需求；另外一方面，施行这种累进式的税率制

度也可以充分发挥其收入再分配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仅能买得起一套房的中产阶级

（年，万亿元）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一、资产 94.03 98.36 123.51 140.42 164.12 186.13 218.47 252.48 288.64 348.07 399.37 440.22 489.85 552.23
（一）金融资产 33.48 36.14 45.53 54.31 60.50 71.62 90.01 103.05 120.22 137.54 160.40 167.09 187.93 216.21

其中： 通货 2.52 2.84 3.17 3.70 4.21 4.54 4.86 5.00 5.25 5.67 5.86 6.08 6.41 7.00
活期及临时存款 6.75 7.83 9.99 12.43 13.76 15.83 17.81 18.27 20.29 23.16 24.82 26.72 29.47 32.68
定期其它存款 10.83 14.37 16.47 18.40 21.05 24.79 28.33 31.98 34.32 36.61 39.55 44.88 51.83 59.92
债券 0.03 0.09 0.13 0.17 0.22 0.30 0.49 0.59 0.66 0.68 0.72 0.78 0.86 0.80
股票 5.03 2.05 4.54 5.62 4.38 4.60 5.58 7.90 12.50 14.62 17.85 13.10 16.90 21.60
基金 2.93 1.66 2.20 2.06 1.61 1.81 2.10 2.86 3.20 3.48 5.55 6.41 6.66 8.26
银行理财 0.17 0.23 0.33 0.68 1.34 2.07 9.50 10.09 13.30 15.54 19.79 19.16 19.42317 22.6275
信托产品 0.24 0.31 0.51 0.77 1.53 2.37 3.31 5.23 6.95 10.10 14.25 12.86 13.59 14.36
黄金 —— —— —— 0.93 1.22 1.54 1.41 1.63 1.74 2.31 2.54 3.07 4.00 4.85
住房公积金余额 1.16 1.46 1.66 1.94 2.25 2.68 3.17 3.70 4.07 4.56 5.16 5.79 6.54 7.30
社会保险基金 1.12 1.52 1.90 2.34 3.02 3.81 4.56 5.25 5.95 6.63 7.73 8.98 9.70 10.48
保险准备金 2.71 3.78 4.62 5.27 5.91 7.27 8.89 10.55 11.99 14.18 16.57 19.26 22.56 26.33

（二）实物资产 60.55 62.22 77.98 86.10 103.62 114.51 128.46 149.43 168.42 210.53 238.98 273.13 301.91 336.02

其中： 城镇住房 49.61 50.22 65.59 71.94 80.73 89.52 99.59 114.46 125.90 158.01 177.95 201.74 217.66 236.43
农村住房 7.09 7.60 8.32 8.96 15.55 16.25 18.17 22.06 27.31 34.69 40.84 49.15 60.00 73.31
家用汽车 2.36 2.81 2.34 3.38 4.62 5.94 7.48 9.16 10.80 12.52 14.11 15.14 15.95 16.53
农村固定资产 1.49 1.59 1.73 1.82 2.71 2.81 3.22 3.75 4.41 5.31 6.08 7.10 8.31 9.75

二、负债 5.63 6.36 9.16 12.38 14.87 17.79 22.03 25.81 30.72 38.24 46.24 53.67 61.41 69.42
其中： 短期贷款 1.59 1.87 2.60 3.44 4.38 5.57 7.02 8.08 8.91 9.56 11.40 13.81 15.46 15.51

中长期贷款 3.48 3.84 5.59 7.82 9.23 10.57 12.84 15.07 18.12 23.81 29.12 34.09 39.87 47.68
住房公积金贷款 0.56 0.65 0.98 1.12 1.26 1.66 2.17 2.55 3.29 4.05 4.50 4.98 5.59 6.23
P2P贷款余额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10 0.41 0.82 1.22 0.79 0.49 0.00

三、净资产 88.40 92.00 114.35 128.04 149.25 168.34 196.43 226.67 257.92 309.83 353.13 386.55 428.44 48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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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要交少部分税，而愿意并且有能力购买二套房以上的富人需要交更多的税，差别税

率起到了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 

2.2. 健全直接税体系，加强税收征管查 

调节收入分配重点关注：健全直接税体系，加强税收征管与稽查。我国居民收入差

距背后存在着收入结构差距，高收入人群的收入结构以财产性、经营性收入为主，而低

收入人群收入则以工资性收入为主，转移性收入作为重要的保障和补充，扩大中等收入

人群比例并形成橄榄型分配特征，需要从两方面入手： 

其一，健全直接税体系。为有效发挥直接税筹集财政收入、调节收入分配和稳定宏

观经济的作用，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十四五规划标提出“健全以所得税和财产税为主体

的直接税体系，逐步提高其占税收收入的比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背后存在着收入结

构差距，高收入人群的收入结构以财产性、经营性收入为主，而低收入人群收入则以工

资性收入为主，转移性收入作为重要的保障和补充，调节收入差距核心关注与工资性收

入最相关的所得税。2019 年个人所得税立法推行，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

制度，与民生相关的专项附加扣除及累进制税率的调整，对于调节收入结构、增加中低

收入人群的实际获得感有积极作用。 

图 4：2019 年起我国个人所得税税率表 

个人所得税税率表一（综合所得适用） 

级别 全年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 

1 不超过 36000 元的 3 

2 超过 36000 元至 144000 元的部分 10 

3 超过 144000 元至 300000 元的部分 20 

4 超过 300000 元至 420000 元的部分 25 

5 超过 420000 元至 660000 元的部分 30 

6 超过 660000 元至 960000 元的部分 35 

7 超过 960000 元的部分 45 

（注 1:本表所称全年应纳税所得额是指依照本法第六条的规定，居民个人取得综合所得以每一纳税年

度收入额减除费用六万元以及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和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后的余额。 

注 2:非居民个人取得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和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依照本表按月

换算后计算应纳税额。） 

个人所得税税率表二（经营所得适用） 

级别 全年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 

1 不超过 30000 元的 5 

2 超过 30000 元至 90000 元的部分 10 

3 超过 90000 元至 300000 元的部分 20 

4 超过 300000 元至 500000 元的部分 30 

5 超过 500000 元的部分 35 

（注：本表所称全年应纳税所得额是指依照本法第六条的规定，以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成

本、费用以及损失后的余额。） 
 

资料来源：财政部，税务总局，浙商证券研究所 

其二，消费税征管结构变化，发挥调节分配作用。我国当前消费税全面立法还没推

行，现行《消费税暂行条例》对香烟、酒、高档化妆品等征收消费税，我们认为，随着

居民消费行为的变化，居民消费结构及消费税的征收也将发生相应变化，日常的大众消

费品范围调整可能导致该品类消费税调降或取消，如洗护类化妆品逐步从可选消费变成

必选消费，可选消费品中奢侈品消费也可能拓宽范畴并调升税率，发挥消费税的针对性

调节作用，日本、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在这方面有成熟的国际经验可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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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加强税收征管与稽查。根据中财办第十次会议表示，促进共同富裕需要合理

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我们认为加强税收的征管和稽查有重要作用，可以运用新

技术、新手段等方式完善居民综合所得收入的范畴，规范逃税、非法避税等行为，保证

应税综合收入所得都有效缴税，清理规范不合理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整顿收入分配秩

序，进而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2.3. 借鉴国际经验拓宽财产税，积极鼓励第三次分配加以补充 

财政可适当拓宽财产税范畴，增加对收入及财富差距的调节方式。结合国际经验来

看，财产税是调节居民收入、财富差距的重要方式，美国、英国、日本、芬兰、丹麦等

国家在财产税、资本利得税等领域有较强的征收力度，在遗产税方面也征收重税，打破

巨额财富的隔代传递、平衡贫富差距。从我国角度来看，现阶段我国房地产税还未全面

立法推进，且我国并不存在遗产税和资本利得税，考虑房地产财富效益的扩大、收入不

平衡的长期积累和调整隔代财富促进共同富裕，我们认为可以适当拓宽财产税范畴，考

虑引入遗产税和资本利得税，对居民收入及财富差距进行调整。 

第三次分配是再分配的重要补充。中财委第十次会议提及了第三次分配，成为市场

关注热点之一，我们认为第三次分配是对再分配的有益补充，财税体制可进一步采取措

施，支持个人或企业通过慈善、自愿捐助等第三次分配方式，促进共同富裕。 

3. 社保重点是提高标准起到托底作用 

我国已建立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疫情期间作用突出。截至 2020 年十三

五规划完成之时，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覆盖

超过 13 亿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近 10 亿人，城镇棚户区住房改造开工超过 2300 万套；

持续完善的社保体系，有效地促进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促进了教育、医疗、就

业、居住等民生领域的质量提升。 

此外，疫情期间，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发挥了重要的社会托底作用，其一，阶段性减

免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养老、工伤、失业保险费占三项社保费全部减免额的近 90%，

截至 2020 年底，全国 10 万户重点税源企业销售收入税费负担率（企业缴纳的税收和社

保费等支出占销售收入比重）预计同比下降 8%，全国新办涉税市场主体 1144 万户，同

比增长 10.1%，高于前两年水平，减税降费政策对于保市场主体进而实现六稳、六保有

重要作用。其二，2020 年一般公共预算在社会保障和就业领域支出 32581 亿元，同比增

长 10.9%，显著高于预算内基建、教育等领域支出，重点用于落实“三保”。 

我国社保体系值得肯定的同时，也存在着有待进一步改进的问题。其一，社保体系

的覆盖范围仍需要进一步提升，特别是灵活就业等领域，需进一步提升参保率；其二，

社保体系需要进一步统筹管理；其三，各个区域之间社会保障的质量存在一定差异，在

完善社保体系的同时也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体系。 

  



 
 
 

 

[table_page] 宏观研究 

 

 

http://research.stocke.com.cn 8/14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图 5：各省省会城市低保平均标准 

城市低保平均标准 2019 年 Q1 2019 年 Q2 2019 年 Q3 2019 年 Q4 2020 年 Q1 2020 年 Q2 2020 年 Q3 2020 年 Q4 2021 年 Q1 2021 年 Q2 

全国消费 591  602  617  624  635  652  665  678  684  694  

北京市 1100  1100  1100  1100  1100  1100  1170  1170  1170  1170  

天津市 920  980  980  980  980  980  980  1010  1010  1010  

河北省 641  655  659  663  675  695  705  705  710  710  

山西省 501  538  550  550  567  591  593  593  595  615  

内蒙古自治区 645  683  689  689  689  722  725  726  729  756  

辽宁省 593  596  630  636  639  644  668  669  669  672  

吉林省 508  525  525  525  533  546  546  546  546  547  

黑龙江省 568  571  568  584  585  585  592  613  615  624  

上海市 1070  1160  1160  1160  1160  1170  1240  1240  1240  1240  

江苏省 686  689  714  718  721  729  760  766  768  768  

浙江省 769  772  791  811  833  837  860  882  891  896  

安徽省 572  572  593  597  602  607  640  641  642  643  

福建省 606  613  616  615  642  657  679  686  698  698  

江西省 593  617  634  636  670  686  706  708  754  758  

山东省 546  553  564  577  577  601  626  733  746  807  

河南省 524  531  538  539  569  577  582  584  585  585  

湖北省 605  628  635  636  637  662  665  666  666  671  

湖南省 469  479  510  517  531  538  542  588  589  590  

广东省 751  771  802  807  834  872  873  874  880  913  

广西壮族自治区 590  615  656  666  672  739  752  754  755  758  

海南省 525  534  550  563  563  563  568  563  563  563  

重庆市 546  546  580  580  580  580  620  620  620  620  

四川省 520  525  536  552  565  565  602  613  620  621  

贵州省 598  612  613  613  620  641  645  645  647  647  

云南省 569  576  620  620  619  642  643  645  645  645  

西藏自治区 817  810  834  834  851  871  871  871  891  892  

陕西省 578  579  579  608  614  613  610  633  650  651  

甘肃省 506  524  527  530  547  575  576  578  598  632  

青海省 562  572  573  575  626  633  638  638  639  639  

宁夏回族自治区 570  570  570  575  598  598  603  606  607  60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441  444  461  467  468  491  511  513  536  557  
 

资料来源：财政部、民政部、人社部，浙商证券研究所 

 

图 6：均衡转移支付机制由财政困难系数来计算 

 
资料来源：财政部，浙商证券研究所 

注：红色代表数据值越高，蓝色代表数据值越低，低保人数越低越好 

 

城市低保人数（万人） 2019年Q1 2019年Q2 2019年Q3 2019年Q4 2020年Q1 2020年Q2 2020年Q3 2020年Q4 2021年Q1 2021年Q2

全国合计 974.93 917.09 883.50 860.48 841.35 833.34 818.04 805.30 793.87 773.20

北京市 6.72 6.78 6.60 6.54 6.59 6.72 6.86 6.98 7.05 7.10

天津市 7.81 7.70 7.62 7.57 7.58 7.59 7.50 7.31 6.89 6.90

河北省 21.97 20.20 19.86 19.47 19.30 18.94 18.57 18.22 17.87 17.00

山西省 34.32 32.26 30.20 28.04 27.57 27.19 26.58 26.14 25.81 25.50

内蒙古自治区 37.84 36.57 35.14 33.89 33.30 32.93 32.14 31.45 30.82 30.10

辽宁省 44.19 42.05 39.97 39.15 38.49 37.27 35.71 34.87 34.11 33.30

吉林省 49.07 47.62 45.42 43.80 42.82 41.76 40.64 39.76 38.58 37.70

黑龙江省 71.97 68.48 65.75 59.79 58.41 57.85 56.99 54.44 53.01 51.90

上海市 15.30 15.18 15.06 14.85 14.81 14.97 14.68 14.31 14.04 13.90

江苏省 14.23 13.85 12.67 12.25 12.03 11.79 11.30 11.00 10.86 10.70

浙江省 21.26 20.60 19.95 19.43 10.58 6.23 6.19 6.17 6.16 6.10

安徽省 41.29 39.28 37.71 36.68 36.16 36.27 34.96 34.43 33.82 33.20

福建省 6.02 5.94 5.92 6.07 5.98 5.98 6.08 6.24 6.22 6.10

江西省 67.88 60.26 50.73 35.95 35.36 34.80 34.16 33.61 33.34 32.50

山东省 15.46 14.53 13.71 13.28 12.98 12.72 12.42 12.30 12.03 11.80

河南省 48.79 46.92 45.20 44.07 42.97 42.07 40.69 39.43 38.64 37.70

湖北省 37.21 33.99 32.50 31.84 31.45 31.03 30.92 30.69 30.03 29.40

湖南省 57.59 56.19 54.27 50.69 49.10 47.11 45.32 44.62 43.96 43.20

广东省 16.58 16.34 15.94 15.66 15.52 15.60 15.23 15.21 15.21 15.20

广西壮族自治区 12.06 11.67 12.19 30.49 31.42 34.39 34.66 34.91 34.90 34.60

海南省 4.55 4.36 3.96 3.68 3.68 3.84 3.66 3.61 3.55 3.50

重庆市 30.37 29.56 28.65 28.10 27.69 27.57 26.95 26.47 26.06 25.40

四川省 90.27 83.79 80.52 76.72 74.91 73.45 71.99 67.93 65.75 63.10

贵州省 35.27 37.22 43.95 48.70 53.25 59.47 61.48 64.44 65.02 60.90

云南省 44.97 42.51 44.44 43.75 42.56 42.06 40.86 41.04 42.25 41.60

西藏自治区 2.69 2.68 2.60 2.57 2.55 2.52 2.48 2.51 2.46 2.50

陕西省 25.39 24.11 23.00 21.57 21.17 20.73 20.36 20.08 19.80 18.90

甘肃省 48.21 42.20 40.72 39.68 38.59 37.16 36.28 35.58 35.09 33.60

青海省 7.35 6.91 6.65 6.43 6.41 6.39 6.25 6.26 6.09 6.00

宁夏回族自治区 9.68 9.53 9.53 9.32 9.19 8.93 8.69 8.41 8.29 8.3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48.61 37.81 33.07 30.42 28.96 28.03 27.44 26.90 26.15 2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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