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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日李克强总理指出要发挥东南沿海部分省市稳经济发挥、挑大梁作用，并

提出“东南沿海 5 省市经济体量占全国 1/3 以上，财政收入占比近 4 成，在地

方对中央财政净上缴中贡献近 8 成”。前期市场曾出现的“六省一市养全国”、“仅

上海有财政盈余”观点再度冲上热搜，但这些讨论均忽略了我国财政体制尤其

是转移支付因素，并以割裂的视角来看待中央和地方的财政经济运行机制。 

本文采用各省份为中央创造的财政收入（中央本级来自分地区的财政收入金

额）与中央返还地方的差额，来衡量不同省份对全国财力的净贡献，探讨财

力净贡献背后的表象与真相。 

一、谁对全国财力有净贡献？ 

1、从净贡献看，2020 年广东、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山东、天津、福

建共五省三市对国家财政有净贡献，其余省市均需要中央财政给予净补助。

对全国财力有净贡献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相对发达。其中，

广东、上海、北京为第一梯队，分别以 8233、8005 和 7126 亿元遥遥领先。 

值得注意的是，与 2019 年相比，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过往大部分“净”贡献

地区 2020 年的财政贡献能力有不同程度下滑。其中广东、上海、北京对中央

财政净贡献分别下降 0.9%、2.4%和 2.5%，辽宁省贡献额由正转负为-944 亿

元。受益于互联网线上经济和出口贸易高增，浙江对中央财政净贡献不减反

增至 3394 亿元，成为“五省三市”中财政净贡献唯一正增长的省份。 

2、地方创造的财政收入中，东部发达地区对中央财政收入的贡献大。财政与

经济是一体两面的关系，2020 年广东（10120 亿元）、上海（8914 亿元）、

北京（8192 亿元）、江苏（5703 亿元）等东部发达地区贡献的中央级税收收

入及上解支出等领跑全国，青海（185 亿元）、西藏（217 亿元）、宁夏（263

亿元）等西部地区贡献排名靠后。 

3、中央对中西部地区转移支付规模大，是中西部省份弥补收支缺口的主要财

政来源。同时，中央政府也为受突发事件冲击严重的地方财政稳健运行提供

扶助，对湖北省的转移支付力度较往年明显增强。2020 年中央对四川（5832

亿元）、河南（5161 亿元）、云南（4245 亿元）、湖南（3694 亿元）等中西

部人口和农业大省的转移支付规模较大。对西藏、辽宁、宁夏、甘肃、黑龙

江、新疆、青海等省份财力补充效果较为明显，中央转移性收入分别占地方

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缺口的 99.3%、97.8%、93.5%、92.0%、90.8%、89.3%

和 88.5%。此外，湖北省受新冠疫情冲击严重，2020 年中央对湖北的转移支

付规模达到 4912 亿元，较 2019 年提高 43.2%，增速位居 31 省份第一。 

二、谁在养活中国？理解分税制、转移支付与区域均衡发展的五个真相 

财政一半是“财”，一半是“政”。政府间财政关系，并非简单的财政收支划分和转

移支付，而与经济社会发展、资源配置效率、公共民生服务等因素高度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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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六省一市养全国”、“仅有上海有财政盈余”，还是我们测算的“五省三市”

对全国财政有净贡献，均只触及到我国财政形势和体制机制的表面，更不能

简单将部分省份接受的净补助理解为对其他省份的“抽血”。 

要进一步探讨我国推动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理念，才能理解分税制和转移支

付制度的深刻含义以及财政资源分配的逻辑。 

第一，当前的财政体制内含中央收入集权、事权和支出责任下移，通过转移

支付实现区域均衡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无论是单一制还是联邦制体

制，大国的中央政府必须集中较多财力，以强化中央宏观调控能力，但事权

和支出责任比如经济建设、科教文卫等更多由地方政府履行，横向的区域财

力失衡以及收支失衡通过纵向的转移支付来调节。所以就会有部分地区净贡

献、部分地区净收入。第二，在小平同志的“两个大局”设想以及非均衡发展战

略之下，“先富带后富”，我国在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实施了一系列地方性的改革

政策、优惠政策推动我国经济快速腾飞，自然会导致少数省份对国家财力有

净贡献、多数地区需要中央补助。 

第三，社会主义的本质最终是实现共同富裕，中央对发展落后地区的“补助”

是应有之义，不能忽略经济发展落后地区人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尤

其是在当前共同富裕背景下，中央需进一步增强转移支付调控能力与力度，

推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四，经济发展领先地区的发展成果不是其单打独斗的结果。改革开放后，

我国中西部地区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贡献了大量的劳动人口，区域间人口流

动推动了东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崛起。 

第五，不同地区功能及战略定位有差异，对国家发展的贡献不能仅用对财政

的贡献度来衡量。中西部地区除了通过人力资源、能源资源等方面为东部地

区发展做出直接经济贡献外，还通过守护国家边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环

境保护等方面，为其他省份经济发展腾挪空间、解除后顾之忧。 

总体来看，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间经济既有分工，又有合作，这种

分工合作推动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共同富裕，保障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与人

民的安居乐业。分税制下的初次分配有利于发挥各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促进

经济发展，重在效率；转移支付再分配有利于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和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重在公平。 

养活全国的不是所谓的“六省一市”，而是全国一盘棋大背景下的改革开放的宏

观政策，和全体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敢为人先、吃苦耐劳、智慧勇

敢的精神盘活了中国经济、养活了全国人民，并将持续推动我国稳步迈向共

同富裕。 

风险提示：数据测算与真实情况可能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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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我国财力分配格局的基本情况 

（一）总体上我国财力的纵向分布呈现三大特征 

第一，转移支付前，中央集中约一半的财力，但若考虑对地方的税收返还，中央财

力的实际比重将降至不足四成。2020 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 18.3 万亿元，其中

中央、地方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为 8.3 万亿元和 10 万亿元，占全国比重分别为

45.3%和 54.7%。但如果剔除按照体制规定对地方的税收返还，中央收入占比降为 39.1%。 

图表1：2020 年中央、地方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亿元） 

 

资料来源：财政部、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2：中央、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初次分配） 

 

资料来源：财政部、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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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地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相比于收入，中央的支出责任占比低，大部分收入均用

于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地方财政更多承担当地经济建设及科教文卫等直接支出。2020 年，

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达到 11.8 万亿，其中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5 万亿元，远

低于对地方转移支付的 8.3 万亿。地方政府基建、民生支出分别达到 5.4 万亿元和 8.5

万亿元，分别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25.6%和 40.3%。 

同时，以区域平衡发展为目标的转移支付占中央转移性支付比突出。中央政府对地

方政府的转移性支付主要包含税收返还与转移支付（一般、专项）两个层面。税收返还

是分税制改革的产物，可以视作是财政制度下地方政府“收入”的一部分。而转移支付则是

中央政府用以平衡区域发展的重要工具。2020 年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税收返还总额约为

1.1 万亿元，一般、专项及特殊转移支付约为 7.2 万亿，两者占比分别为 13.5%及 86.5%，

具有“平衡区域发展”作用的转移支付占比突出。 

图表3：中央、地方一般公共预算实际可支配收入比重（转移支付后） 

 

资料来源：财政部、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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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2020 年全国一般预算内收支平衡 

 

资料来源：财政部、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5：2020 年中央一般预算内收支平衡 

 

资料来源：财政部、粤开证券研究院 

 

 

 

 

民生支出

基建支出

政府刚性支出

科学文体支出

债务发行与付息

税收收入

非税收入

上期结转及调入

国债

地方一般债务

0

5

10

15

20

25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万亿元

地方一般债务 国债 上期结转及调入 非税收入 税收收入

债务发行与付息 科学文体支出 政府刚性支出 基建支出 民生支出

政府刚性支出

债务付息

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

税收收入

上期结转及调入

国债

0

2

4

6

8

10

12

14

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 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万亿元

民生支出 基建支出 政府刚性支出

科学文体支出 债务付息 补充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 税收收入 非税收入

上期结转及调入 国债



 宏观研究 

请务必阅读最后特别声明与免责条款 www.ykzq.com  7 / 24 

图表6：2020 年地方一般预算内收支平衡 

 

资料来源：财政部、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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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7：2020 年新增国债与地方一般债务占比 

 

资料来源：财政部、粤开证券研究院 

（二）分区域来看，“五省三市”对全国财力有净贡献 

前期部分自媒体提出“六省一市养全国”的观点，认为我国区域间财政分配是财政“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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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之差，得出 2017 年上半年仅有福建、江苏、浙江、广东、北京、上海和深圳（计划

单列市）有财政盈余的结论。 

近年来，市场上同样有“仅上海有财政盈余”的讨论，并据此解读国内财政形势。根据

各省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差简单计算，2021 年前三季度 31 个省份中仅上海市盈余 958.7

亿元，其余 30 个省市均存在收不抵支问题。2021 年全年 31 省份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均为

负数。 

但上述讨论均忽略了我国财政体制尤其是转移支付因素，仅采用地方本级的一般公

共预算收支盈余指标解读各地财政形势及区域间财政分配格局有失偏颇。一般公共预算

收支盈余只反映政府间关系的初次分配，在分税制体系下，中央在初次分配中获得全国

约一半收入，再通过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推动区域均衡发展和基本公共均等化。考虑到

大量的中央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给地方后的再分配效应，地方事实上的可用财力和满足

支出的能力将大幅提高。 

 

 

 

 

 

 

 

77%

23%

国债

地方政府一般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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