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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四川地处我国西南部长江上游，西依青藏高原，东接湘鄂西山地，南临云贵

高原，地貌复杂多变、自然资源丰富、历史文化悠久、少数民族聚集，素有“天

府之国”的美誉。大山大江哺育下的四川依托资源禀赋优势、“三线建设”奠定的

产业基础、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机遇，经济发展呈现出较强的“拼劲”、“韧劲”。

2021 年四川 GDP 逼近 5.4 万亿元，位居全国第六、西部第一，为全国经济

大盘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复杂的地貌也带来了艰险的交通条件和省内发展不

平衡的特征：位于四川盆地的省会成都作为四川的金名片，是四川发展的主

要增长极，以全省四分之一的人口贡献了省内近四成的经济总量。自然地理、

产业政策等因素引导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向蓉城集中，导致四川省内发

展失衡问题较为突出。也因此，四川省的财政具有鲜明的特点，集中表现为：

省级财政相对集权、中央净补助规模大、制造业创造税收占比低、大部分地

市财政自给率低、对土地财政依赖度高、部分地市债务风险较大等。 

在当前东部地区产业链加快向中西部转移、碳达峰碳中和加快水电等清洁能

源发展、人才回流的背景下，四川经济正焕发新的活力。一是四川迎来“一带

一路”建设、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

深入实施的历史机遇，有望加快对外推动进出口贸易、对内承接东部地区产

业转移。二是四川地势起伏落差大、水电资源丰裕，同时锂辉石矿、稀土、

天然气等资源富饶。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四川作为清洁能源大省的优势将

进一步上升，并吸引清洁能源绿色化工、新能源汽车装备制造投资，为四川

发展增添新的动力。三是经济产业带动、公共服务水平提升、生活成本相对

较低使得人才回流，进一步巩固四川发展基础。 

但机遇之下四川经济财政也存在隐忧：一是成都作为“一干多支”的主干，首位

度过高、虹吸效应明显。四川缺乏副中心城市，难以形成多点带动经济推进

共同富裕。二是近年以成都为代表的部分地市大力推进都市圈建设与交通基

建，发展较为依赖城投平台融资、部分地市隐性债务化解压力较大。三是 2021

年巴中、南充等部分地市专项债务付息支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比重已达到

7.4%和 6.4%。随着房地产进入下行周期、土地出让收入下滑，政府性基金

收入对专项债务利息的覆盖能力进一步下降，或触发财政重整条件。事实上，

早在 2018 年四川省资阳市下辖的雁江区、安岳县两地曾因债务风险突出启动

财政重整，影响当地政府运转。 

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需突破制约经济活力因素，推动构建

新发展格局与实现共同富裕。短期来看，面对部分地区财政重整风险上升的

挑战，应在加强省级统筹的基础上，通过展期、债务重组、债务置换、盘活

存量资金等方式，缓解债务付息压力，并通过节支进一步巩固成果。中长期

来看，四川应充分发挥财政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引导作用，发掘地方

特色经济、大力改善营商环境、推动当地产业转型、持续吸引人口流入来优

化税基进而提高财政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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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疫情反复；经济恢复不及预期 

  



 宏观研究 

请务必阅读最后特别声明与免责条款 www.ykzq.com  3 / 32 

  

目  录 

一、四川省财政体制与税源结构概况 ......................................................................................................................... 5 

二、四川财政形势：“一干多支”格局明显，土地财政依赖度高 .................................................................................. 6 

三、四川债务形势：债务规模大、广义负债率高，局部地区债务风险较大 ............................................................... 7 

 

图表目录 

图表 1： 2000 年以来四川省 GDP 变化趋势 ...................................................................................................... 7 

图表 2： 2021 年四川省 21 市经济成绩单 ......................................................................................................... 8 

图表 3： 四川省 21 市人均 GDP ........................................................................................................................ 9 

图表 4： 2021 年四川省区县经济排行榜（前 30 名与后 30 名） ...................................................................... 9 

图表 5： 2021 年四川省区县 GDP 及增速 ....................................................................................................... 10 

图表 6： 2021 年四川省 21 市三次产业占比 .................................................................................................... 10 

图表 7： 2021 年四川省代表区县三次产业占比 ............................................................................................... 11 

图表 8： 2021 年四川省代表区县社零总额及增速 ........................................................................................... 11 

图表 9： 2021 年四川省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分预算级次构成图 ......................................................................... 12 

图表 10： 2021 年四川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结构 ......................................................................................... 12 

图表 11： 2021 年四川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结构 ......................................................................................... 13 

图表 12： 四川创造税收收入来源分产业（2020 年） ..................................................................................... 13 

图表 13： 四川创造税收收入来源分行业对比（2020 年） .............................................................................. 14 

图表 14： 四川创造税收收入来源分税种（2020 年） ..................................................................................... 14 

图表 15： 2021 年四川省 21 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状况 ................................................................................... 15 

图表 16： 2021 年四川省 21 地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质量 ............................................................................... 15 

图表 17： 2021 年四川省区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前 30 名） ................................................................. 16 

图表 18： 2021 年四川省区县财政自给率排行榜（前 30 名与后 30 名） ....................................................... 16 

图表 19： 2021 年四川省代表区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及增速 .......................................................................... 17 

图表 20： 2021 年四川省代表区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结构 .............................................................................. 17 

图表 21： 2021 年四川省代表区县税收收入及增速 ......................................................................................... 18 

图表 22： 2021 年四川 20 市财政自给率（%） .............................................................................................. 18 

图表 23： 2021 年四川省代表区县财政自给率 ................................................................................................ 19 

图表 24： 2021 年 31 省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 .......................................................................................... 19 

图表 25： 2021 年四川省 21 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 20 

图表 26： 2021 年四川省区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排行榜（前 30 名与后 30 名） ............................................ 20 

图表 27： 2021 年四川省代表区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及增速 .......................................................................... 21 

图表 28： 2021 年四川省 21 地市政府性基金收入与土地财政依赖度 ............................................................. 21 

图表 29： 2021 年四川省区县政府性基金收入排行榜（前 30 名与后 30 名） ................................................ 22 

图表 30： 2021 年四川省代表区县政府性基金收入与增速 .............................................................................. 23 

图表 31： 2021 年四川省代表区县土地财政依赖度 ......................................................................................... 23 



 宏观研究 

请务必阅读最后特别声明与免责条款 www.ykzq.com  4 / 32 

图表 32： 2021 年四川省代表区县政府性基金支出与增速 .............................................................................. 24 

图表 33： 2021 年四川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位居全国中上游 ................................................................... 24 

图表 34： 2021 年四川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结构 ..................................................................................... 25 

图表 35： 2021 年四川省 21 地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情况 ........................................................................ 25 

图表 36： 2021 年四川省代表区县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与增速 .......................................................................... 26 

图表 37： 2021 年四川省 21 地市社保基金收入 .............................................................................................. 26 

图表 38： 2021 年 31 省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与负债率水平 ............................................................................ 27 

图表 39： 2021 年四川 21 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与负债率 ............................................................................... 27 

图表 40： 2021 年四川 21 市地方政府债务率 .................................................................................................. 28 

图表 41： 2021 年四川各区县地方政府负债率（前 30 名与后 30 名） ........................................................... 28 

图表 42： 2021 年四川省代表区县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及增速 .......................................................................... 29 

图表 43： 2021 年四川省代表区县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与限额 .......................................................................... 29 

图表 44： 2021 年四川省代表区县地方政府债务结构 ..................................................................................... 30 

图表 45： 2021 年四川省代表区县地方政府负债率 ......................................................................................... 30 

  
  



 宏观研究 

请务必阅读最后特别声明与免责条款 www.ykzq.com  5 / 32 

一、四川省财政体制与税源结构概况 

根据《中国税务年鉴 2021》《四川统计年鉴 2021》分析四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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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对中央创造的税收收入规模处于上游水

平，但因人口、粮食、环境等因素，其接受的中央补助规模大，使得四川对中央财政人

均净贡献位居全国倒数第二，需要中央净补助。作为人口大省、农业大省、水利大省和

多民族大省，四川对于我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环境安全、民族团结具有重要作用，

中央对四川的转移支付规模常年位居全国 31 省份第一，2021 年中央对四川转移支付规

模达到 5503 亿元。采用地方创造的中央级税收收入及上解中央支出-地区接受的中央返

还性收入来衡量地方对中央财政净贡献，尽管 2020 年四川对中央财政贡献税收收入达

到 2764 亿元、位居全国第七，但考虑到中央对四川的转移性收入后，四川对中央财政

净贡献为-3012 亿元，接受净补助规模仅次于黑龙江（3015 亿元）。进一步考虑人口因

素后，中央财政对四川省人均净补助为 3601 元，人均净补助并未明显偏高，处于全国

中等水平。 

第二，从省以下财政体制来看，由于四川省内经济发展不平衡，需要省级财政加大

统筹支持力度，故省级收入占比偏高，市县留存收入占比偏低。从主体税种来看，除金

融保险业之外，四川省地方政府能留存的 50%增值税部分，省与市、扩权县（不含民族

自治县和民族待遇县）分享比例为 35：65，即四川省创造的增值税在中央、省本级、地

市及以下分配的比例为 50%、17.5%、32.5%。金融保险业增值税在中央、省本级、地

市及以下分配的比例为 50%、25%、25%。企业所得税方面，地方分享的 40%部分，四

川省与市、扩权试点县（市）同样按 35：65 的比例分享，即企业所得税在中央、省本

级、地市及以下的分配比例为 60%、14%、26%。在全国来看，四川省财政体制属于集

权型。2021 年四川省省级、市级、县级及以下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比分别 18.5%、17.8%

和 63.7%。值得注意的是，在二次分配时，省政府以转移支付的形式将财力下沉到市县

级政府。同时，为保障部分地区财政工作开展的自主性，四川省本级暂不参与阿坝州、

甘孜州、凉山州、民族自治县和民族待遇县非金融保险业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收收

入分享。 

从支出来看，四川省支出责任与财力基本匹配，下沉至县级政府，结构偏向民生领

域，教育支出占比最大。从支出层级来看，与收入相对应，2021 年四川省省级、地市级、

县级及以下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比分别为 18.6%、17.4%和 64%。从支出结构来看，

2021年四川省财政在社会保障和就业、教育、农林水支出占比居前，分别为19.3%、15.4%、

11.9%。除在各级政府占比均偏高的教育支出外，四川省本级在社会保障和就业上的支

出占比最高，达到 52.4%。 

第三，四川是制造业大省，但仍面临产业层次偏低、传统资源型和原材料工业以及

重化工业占比较大等问题，制造业创造税收占比仅略超两成。“发展较快、规模壮大、配

套完善、潜力较足”是四川制造业的典型特征。近年来，四川省着力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积极布局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培育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饮料、先进材

料、能源化工五大万亿级支柱产业，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构建具有四川特色优势的现代

产业体系。但与广东、浙江等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当前四川仍面临产业层次偏低、传统

资源型和原材料工业以及重化工业占比较大等问题。反映到财政上，则是 2020 年制造

业创造税收占比仅为 22.2%，不仅远低于东南地区经济大省，还低于贵州、云南、广西

等西部省份。进一步细分来看，酒饮类制造业、烟草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传统

制造业是纳税主力，三个行业合计创造税收占制造业比重达到 42.7%。此外，作为水电

资源大省，四川省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创造税收占比位居全国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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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4.1%，仅次于内蒙古、青海和云南。 

第四，从税种来看，四川省创造的税收收入主要来源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消费

税、个人所得税、契税五大税种。增值税是四川的第一大税种，2020 年增值税贡献了四

川创造的税收收入的 40.0%，企业所得税、消费税、个人所得税、契税占比分别为 22.2%、

8.2%、5.9%、5.3%。值得注意的是，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四川创造的增值税和个人

所得税占比明显偏低，反映出四川当前产业附加值相对较低、居民收入偏低的特点。 

二、四川财政形势：“一干多支”格局明显，土地财政依赖度高 

第一，四川财政收入总量稳居全国前列，但人均财政收入靠后。其中，省会成都一

枝独秀，财政收入占比超三成。2021 年四川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4773.2 亿元，位列

全国第 7 名。但考虑人口因素后，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5701.8 元，位列全国第 21

名。从地市看，省会成都作为“一干多支”发展战略的主干，凭借地理优势、人才优势、政

策优势成为省内当之无愧的“领头羊”，2021 年成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 1697.9 亿元，

该规模不仅是省内第二名宜宾市（251.2 亿元）的 6.8 倍，还约为省内第二至第十一名之

和。除成都、宜宾外，其余 19 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在 30-190 亿元之间，差距相对不

大。 

第二，四川整体财政收入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全省税收占比不足七成。2021 年四

川省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69.9%，排名全国 17，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5.4 个百分点。分地市来看，四川省所有地市税收收入占比均在 75%及以下，其中成都

（75.0%）、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69.1%）、雅安（67.3%）、甘孜藏族自治州（65.3%）

位列全省前四。 

第三，四川财政自给率处于全国中下游水平，同时省内两极分化严重，仅成都财政

自给率超过 75%，而阿坝州、甘孜州财政自给率均低于 15%，较为依赖转移支付。2021

年四川省财政自给率为 42.6%，排名全国第 18 名。其中，成都财政自给率达到 75.9%，

远高于第二名攀枝花市的 52.4%，其余各地市财政自给率均低于 50%。位于川西北经济

生态区的阿坝州、甘孜州海拔较高、地形险峻、经济发展基础较差，导致其财政自给率

在省内排名倒数，分别为 10.2%、11.3%。从区县来看，2021 年已公布数据的 178 个区

县中，5 个财政自给率高于 100%的区县均位于成都市。27 个区县财政自给率低于 10%，

除了通江县位于巴中市（8.7%）外，其余 26 个区县均位于阿坝州、甘孜州，其中甘孜

州的炉霍县、石渠县、阿坝州的壤塘县排倒数前三，财政自给率分别低至 2.8%、2.6%

和 1.6%，对转移支付依赖度极高。 

第四，四川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规模及对土地财政依赖度均位列全国前列，其中成

都平原经济区作为省内高水平区域发展共同体，贡献了省内近七成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收

入，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较高。2021 年四川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达到 4951.5 元，位

居全国第 5，并大幅领先于第六名的湖北（3912.9 亿元）。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来近似衡量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2021 年四

川对土地财政依赖度达到 50.9%，位居全国第 8 名。 

分区域来看，成都平原经济区 2021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达到 3417.1 亿元，占全

省收入比重达到 69%。其中，成都作为近年来人口流入的新一线城市，常住人口达到 2119

万人，规模仅次于重庆、上海、北京。省内相对发达的经济与持续流入的人口推动成都

政府性基金收入快速增长，2021 年成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达到 2183.4 亿元，占全省

比重达到 44.1%。除成都外，其他地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均分布在 9—350 亿元之间。

土地财政依赖度方面，2021 年四川半数以上（11 个）地市土地财政依赖度超过 50%,其

中，成都土地财政的依赖度（56.3%）处于省内中等水平，主要是其强劲的经济实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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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收入提供保障。眉山市、巴中市、资阳市对土地财政依赖程度最高，政府性基金收

入占两项收入之和的比重分别达到 71.3%、68.3%、65.7%。阿坝州、甘孜州对土地财

政依赖程度最低，仅为 23.1%、17.2%，原因是该地区多为高原山地，土地出让收入少，

财政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低，更多依靠转移支付补充地方财力。 

三、四川债务形势：债务规模大、广义负债率高，局部地区债

务风险较大  

第一，四川省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突破 1.5 万亿元，位居全国第五。考虑到四川省经

济体量较大，其显性负债率在国内处于中游水平。但将融资平台有息债务纳入考量后，

四川债务压力显著上升。截至 2021 年末，四川省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 15237.5 亿元，

其中一般债余额为 6837.6 亿元，专项债余额为 8399.9 亿元。从总体偿债压力来看，2021

年四川省负债率仅为 28.3%，远低于国际警戒线 60%，在全国 31 个省份中排第 19 名。

但若简单以（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融资平台有息债务）/GDP 衡量地方广义负债率，则 2021

年四川广义负债率提高至 92.0%，排名全国第 10，偿债压力显著上升。 

第二，四川各地市债务规模分布格局与经济体量较为一致，“单极”趋势明显，成都债

务规模超四千亿，占全省债务总规模的比重超四分之一。截至 2021 年末，成都地方政

府债务余额规模达到 4043.3 亿元，占全省债务余额的比重达到 26.5%，为第二名南充市

（886.3 亿元）的 4.6 倍，其余 19 市债务规模在 120-750 亿元水平。从区县来看，债务

余额超过百亿的 19 个区县主要位于成都、巴中，其中成都的龙泉驿区以 256.4 亿规模位

居第一，其余区县债务规模均在 200 亿元以下；债务余额最小为甘孜州的九龙县，仅有

0.24 亿元。 

第三，2021 年四川省内半数以上地市的显性负债率超过 30%，部分地市债务负担

较重。考虑隐性债务规模后，以成都为代表的部分地市广义债务率大幅攀升，化债压力

显著增大。2021 年成都、绵阳、宜宾等经济靠前城市的偿债压力较轻，显性负债率均在

25%以下，分别为 20.30%、21.4%、23.6%。但位于川北地区的地市及自治州债务压力

明显较高，其中巴中市显性负债率达到 92%。从区县来看，已公布数据的 172 个区县中，

负债率超过 60%的有 7 个，分别位于巴中（4 个）、阿坝州（1 个）、凉山州（2 个）。考

虑城投平台有息融资后，巴中、成都两城广义负债率超过 100%，其中成都偿债压力显

著增大，主要与近年成都大力推动都市圈建设有关。 

第四，四川偿债压力较大不仅体现在广义负债压力大，还体现在部分地市债务付息

支出占财政收入比重较高，侵蚀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2021 年四川一般债务付

息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为 4.8%，处于全国中等水平，但巴中、广元、资阳等地

市一般债务付息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超过 10%，达到 24.6%、13.5%和 12.1%，

线上财政收入覆盖债务利息支出压力较大，可持续性承压。此外，从财政重整压力来看，

四川各地市一般债务付息/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相对较低，大部分地市均在 1%-3%。但以

专项债务付息支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衡量财政重整压力，巴中、南充专项债务付息支

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比重已达到 7.4%和 6.4%。随着房地产进入下行周期、土地出让

收入下滑，政府性基金收入对专项债务利息的覆盖能力进一步下降，可能触发财政重整

条件，影响地方政府正常运转。 

 

图表1：2000 年以来四川省 GDP 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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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2：2021 年四川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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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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城市（地区） 2021GDP(亿元) 增速(%) 增速(两年平均，%)

1 成都市 19917.0

2 绵阳市 3350.3

3 宜宾市 3148.1

4 德阳市 2656.6

5 南充市 2602.0

6 泸州市 2406.1

7 达州市 2351.7

8 乐山市 2205.2

9 凉山彝族自治州 1901.2

10 内江市 1605.5

11 自贡市 1601.3

12 眉山市 1547.9

13 遂宁市 1519.9

14 广安市 1417.8

15 攀枝花市 1134.0

16 广元市 1116.3

17 资阳市 890.5

18 雅安市 840.6

19 巴中市 742.5

20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449.6

21 甘孜藏族自治州 4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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