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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安徽地处长江、淮河中下游，东连江苏、浙江，西接湖北、河南，南邻江西，

北靠山东，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区位优势较为凸显。近年来安徽经济发展

迅猛，2021 年安徽省 GDP 首次突破 4 万亿，位列全国第 11，较 2012 年排

名提升 2 位。2012-2021 十年间安徽年均名义 GDP 增速达到 9.9%，位居全

国第 6、长三角地区第 1、中部六省第 1。安徽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三大优

势：一是地理条件及区位战略优势逐渐凸显。安徽地处长江三角洲腹地，与

江浙沪共同推进“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同时安徽积极利用省外资源带动区

域经济发展，16 地市中有 11 地市加入多个省外都市圈，并大力修建交通基

础设施，积极承接经济发达省份产业转移，安徽省高铁运营里程近年稳居全

国前列。二是当前能源安全重要性上升背景下,充分利用资源产业优势。安徽

得益于丰富的矿产资源，煤炭、钢铁、有色金属、非金属矿物业充分发展，

造就了以海螺集团、铜陵有色、马钢集团为首的大型国有企业，为安徽发展

奠定坚实的工业基础。三是充分发挥产学研结合优势，打造“链长顶格推进”、

产业基金引领的“合肥模式”，推动安徽高新产业的创新发展。2020 年安徽高

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达到 43.8%和

33.5%，新兴动能加快成长，逐步从农业大省迈向工业强省。 

但与长三角地区其他“模范生”相比，安徽在经济焕发蓬勃活力的基础之上，省

内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大部分地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偏低等问题仍是其作

为刻苦努力追赶“新生”所面临的挑战。经济形势反映到财政上，则集中体现为

以下六点： 

第一，作为人口和农业大省，中央对安徽的转移支付规模处于全国中上游。

安徽需要中央财政给予净补助，2020 年净补助规模位居全国第十四。 

第二，安徽充分调动市县发展经济和筹集收入的积极性，整体财政体制相对

分权，省本级财政收入占全省比重偏低，市县留存收入占比较高。 

第三，尽管近年来安徽大力发展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但受到部分高

新企业总部位于外省、研发费用税收优惠等政策影响，烟草制品业、石油煤

炭及燃料加工、黑色金属冶炼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仍是安徽省创造税收收

入的重要来源，四者合计创造税收占制造业创造税收比重超四成，不仅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还远高于上海、江苏、浙江等其他长三角地区。2020 年安徽

省创造税收收入占 GDP 比重为 11.8%，位居全国中下游。 

第四，分税种来看，安徽省创造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占比均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反映安徽整体企业利润及居民收入相对偏低的状态。 

第五，安徽财政形势整体呈现中南强北部弱的格局，其中强省会政策效应明

显。合肥作为省内政治、经济、文化、信息、交通、金融和商贸中心，在财

政收入规模、质量和财政自给率等多项指标排名中居于前列。同时安徽部分

地市对土地财政依赖较高，房地产下行易冲击部分地市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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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安徽省显性债务偿债压力可控，但考虑融资平台有息债务后，皖北地

区部分地市广义负债率快速上升，隐性债务风险化解压力较大。 

十四五期间，安徽需重点关注“稳增长”和“防风险”两个目标。一方面，推进区

域战略规划的完善和执行。一是抓住“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时代机遇，推进建

设“一圈五区”发展新格局，逐步缩小与长三角其他省市间的差距。二是关注区

域间差异，提高第二梯队芜湖等地市的经济增长动力，加强省内的辐射带动

能力。三是重视城乡差距，持续提高城镇化水平，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另

一方面，财政需继续发挥对产业升级的引导作用，在做大税基的同时，改善

财政收入质量、提高财政自给率，守牢红线底线，妥善防范、处理并化解地

方债务风险。 

风险提示：疫情反复；经济恢复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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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徽财政体制与税源结构概况 

地方财政形势不仅依赖于当地宏观经济发展、中观产业结构，还受到省以下财政体

制的重要影响，充足稳定的税源是财政收入可持续的重要保障。根据《中国税务年鉴 2021》

《安徽统计年鉴 2021》《安徽财政年鉴 2020》分析安徽省财政体制和税源结构，可以得

到以下基本结论。 

第一，从对全国财政的净贡献来看，安徽省是中央财政给予净补助的省份，净补助

规模位居全国第十四，处于中游水平。作为人口和农业大省，中央对安徽的转移支付规

模处于全国中上游，2020 年中央财政对安徽转移性支付规模达到 3744 亿元，位居全国

第八。进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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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安徽对中央财政的净贡献为负，达到-1637 亿

元，中央对其转移支付是安徽财政收支差的重要弥补来源。 

第二，从省以下财政体制来看，安徽整体财政体制相对分权，省本级财政收入占全

省比重偏低，市县留存收入占比较高，调动市县发展经济和筹集收入的积极性。从主体

税种来看，安徽省本级不参与增值税分成、小部分参与所得税分成，国内增值税在中央、

省、地市及以下的分配比例为 50%：0：50%，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在中央、省、

地市及以下的分配比例为 60%：15%：25%。契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土地增值税等税

收均由地市及以下全额分享。整体来看，安徽省的财政体制在全国中属于相对分权型，

2019 年安徽省省本级、市本级、区县及以下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比分别为 7.8%、34.7%

和 57.5%。 

从支出来看，安徽省支出责任划分与收入划分基本匹配，下沉至县级政府，结构上

民生与基建并重。2019 年安徽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排名前五分别为教育、城乡社区、

社保与就业、农林水和卫生健康支出，占比分别为 16.5%、15.6%、14.7%、10.0%和

9.3%。从支出层级来看，2019 年安徽省省本级、市本级、区县及以下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占比分别为 13.5%、26.0%和 60.5%。其中，省本级在民生领域刚性支出较多，2019

年安徽省本级支出占比前三分别为社保与就业（29.7%）、教育（13.5%）和交通运输

（11.1%）。 

第三，分行业来看，安徽省创造的税收主要来源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制造业、

房地产、批发零售和金融业 4 个行业创造了超七成税收。2020 年安徽省三次产业对税收

的贡献分别为 0.1%、46.9%和 53.0%，其中制造业对税收贡献占比为 34.4%，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30.9%）3.5 个百分点。尽管近年来安徽大力发展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

2020 年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达到 43.8%和

33.5%，新兴动能加快成长。但以烟草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为代

表的传统产业仍是安徽省创造税收收入的重要来源。2020 年安徽省烟草制品业、石油煤

炭及燃料加工、黑色金属冶炼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合计创造税收占制造业创造税收比

重超四成，不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还远高于上海、江苏、浙江等其他长三角地区。 

第四，从税种来看，与全国平均水平和长三角地区相比，安徽创造的消费税（中央

税）占比较高，企业及个人所得税占比较低，反映了安徽整体企业利润及居民收入相对

偏低的状态。2020 年安徽省创造税收的前五大税种为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消费税、契

税和个人所得税，分别占安徽省创造的税收收入比重为 45.0%、19.9%、9.5%、5.0%和

4.3%。其中，消费税占比高于 7.8%的全国平均水平，与安徽省相对发达的烟草制品业、

石油煤炭及燃料加工相关。但 2020 年安徽省企业所得税及个人所得税对税收贡献合计

24.2%，不仅在长三角地区中排名最末（上海 33.0%、浙江 33.2%、江苏 27.9%），也远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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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徽财政形势：财政实力处于全国中上游，整体呈现中南

强北部弱格局 

第一，安徽省财政收入总量跻身全国前十，但人均偏低。分地市看，合肥在省内遥

遥领先。受益于近年钢铁、煤炭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马鞍山等城市财政收入快速攀升。

2021 年安徽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3498.2 亿元，自 2020 年起超过同属中部地区的湖

北省，位列全国第十；但从人均来看 2021 年安徽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5723 元，位

居全国中下游。从省内 16 地市的情况来看，省会合肥以 844.2 亿元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遥遥领先，是位列第二的芜湖 361.2 亿元的 2.3 倍，是最末池州（74.3 亿元）的 11.4 倍。

增速来看，碳达峰碳中和及能源安全重要性上升背景下，煤炭、钢铁价格大涨，推动马

鞍山、淮北、铜陵等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两年平均增速达到 11.4%、8.4%和 9.8%。从

区县来看，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过 50 亿元的区县仅 3 个，均在省会合肥。其中，合肥包

河区以 64.0 亿元的规模高居首位，为末位池州石台县 2.4 亿元的 26.7 倍。 

第二，从财政收入质量来看，安徽整体财政收入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各市税收收

入占比在 50%-76%，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21 年安徽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的比重为 68.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7 个百分点，在全国排名第二十名，不仅远低于同

处长三角地区的浙江（86.8%）、上海（85%）、江苏（81.6%），而且在中部六省中也居

倒数第二，仅比河南高 3 个百分点。各地市税收收入占比均低于 80%，合肥（75.7%）、

铜陵（75.6%）稳居省内前两名，黄山市由于旅游业发达、门票等非税收入高导致则以

50.0%排名垫底。 

第三，安徽省财政自给率位居全国中游，省内各地市的财政自给率差异较大，整体

呈现中南强北部弱格局。2021 年安徽省财政自给率为 46.1%，全国排名第 14 位，在中

部六省中仅次于山西，支出高度依赖转移支付和地方债务。其中，皖南、皖中分别凭借

其比邻苏浙和省会的聚集优势，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强于皖北，反映到财政上，则是皖南、

皖中财政自给率整体高于皖北。其中，位于皖南的芜湖以 71.7%的财政自给率排名第一，

合肥、马鞍山、宣城等地市财政自给率靠前，位于皖北的阜阳财政自给率低于 30%，对

上级的转移支付依赖度较高。从区县来看，2021 年安徽省内仅芜湖弋江区能实现财政自

给自足，自给率达到 106.8%，安庆岳西县以 16.5%排名末位。 

第四，安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位列全国第九，部分地市对土地财政依赖度较高，

需警惕房地产下行压力对部分地市可用财力的冲击。2021 年安徽省政府性基金收入为

3516.2 亿元，位列全国第九，中部六省中次于两湖排名第三。省内各地市中，省会合肥

作为省内政治、经济、文化、信息、交通、金融和商贸中心，以 832.4 亿元的政府性基

金收入排名第一，芜湖以 312.9 亿元排名第二，仅为合肥的 37.6%。以政府性基金收入/

（政府性基金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近似衡量安徽全省及各地市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

度，安徽省依赖程度达到 50.1%，全国排名第十，对土地依赖程度较高。省内已披露数

据的 10 个地市中，六安、宿州、安庆对土地财政依赖度位居前三，分别达到 63.1%、

60.2%和 56.2%。 

三、安徽债务形势：总体偿债压力可控，部分地市隐性债务风

险化解压力较大 

第一，安徽省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首次超万亿，考虑经济体量后的负债率为 27.0%，

总体偿债压力可控。截至 2021 年末，安徽省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 11576.3 亿元，突破

万亿级别, 位列全国第 11，中部六省中排名第四。其中一般债余额 4090.9 亿元，专项债

余额 7485.4 亿元。考虑全省经济规模后，2021 年安徽省负债率为 27.0%，全国排名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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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位，中部六省中排名第三，偿债压力整体可控。 

第二，安徽地方政府债务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双极”趋势，合肥、阜阳合计债务余额占

全省债务规模的比重近四分之一。但考虑经济体量后，合肥阜阳两极分化：合肥负债率

省内最低，但阜阳负债压力明显偏高，反映其经济发展较为依赖债务驱动。从各地市的

债务余额来看，合肥、阜阳 2 市分别以 1501.2 亿元和 1295.2 亿元的千亿规模位列前二，

其他地市普遍在 200-920 亿之间。其中，阜阳凭借长三角一体化和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

区域重点城市、淮河生态经济带中西部区域中心城市、中原城市群皖豫省际区域性中心

城市等政策支持，近年来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大力推进城乡建设与经济发展，2021 年

阜阳 GDP 排名省内第 4，但债务规模也随之迅速增加。考虑经济体量后，省会合肥因其

规模更大的经济体量，其负债率反而低于债务规模最小的淮北市（17.3%），仅为 13.2%，

是省内负债率最低的地市。而阜阳负债率则高达 42.2%，位列省内第二名，仅次于六安

（43.1%），偿债压力相对较高。从区县来看，六安金寨县、叶集区和池州石台县负债率

超过 50%，位列全省前三，分别为 58.6%、53.7%和 50.5%，合肥、安庆 2 市下属的区

县负债率较低，最低为安庆迎江区，负债率仅 2.1%。 

第三，考虑城投平台有息负债后，安徽偿债压力有所上升。其中亳州、淮北、六安

等皖北地区地市广义负债率超 80%，隐性债务风险化解压力较大。截至 2021 年末，安

徽省融资平台有息债务余额达 18226.3 亿元，位列全国第九。若考虑融资平台带息债务

的偿债压力，以（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融资平台有息债务）/GDP 衡量广义负债率，2021

年安徽广义负债率升至 69.4%，排名全国第 18，偿债压力有所上升但相对可控。分地市

来看，16 个地市中有 11 个地市广义负债率超过 60%，其中亳州、淮北、六安等皖北地

区地市广义负债率较显性负债率快速攀升，隐性债务风险化解压力较大。 

 

图表1：近三十年，安徽省 GDP 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安徽统计年鉴、粤开证券研究院 

注：2021 年为两年平均增速； 

 

图表2：安徽省 2021 年各地市 GDP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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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安徽省各市人民政府、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3：安徽省 2021 年各地市人均 GDP 情况 

 

资料来源：安徽省各市人民政府、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4：改革开放以来，安徽省第三产业占比长时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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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安徽统计年鉴、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5：安徽省 2021 年各地市产业结构 

 

资料来源：安徽省各市人民政府、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6：2020 年安徽省一般公共预算收支预算级次构成图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
9
7

8

1
9
8

0

1
9
8

2

1
9
8

4

1
9
8

6

1
9
8

8

1
9
9

0

1
9
9

2

1
9
9

4

1
9
9

6

1
9
9

8

2
0
0

0

2
0
0

2

2
0
0

4

2
0
0

6

2
0
0

8

2
0
1

0

2
0
1

2

2
0
1

4

2
0
1

6

2
0
1

8

2
0
2

0

第三产业占比 第二产业占比 第一产业占比 全国第三产业占比 

0%

20%

40%

60%

80%

100%

合
肥 

淮
北 

亳
州 

宿
州 

蚌
埠 

阜
阳 

淮
南 

滁
州 

六
安 

马
鞍
山 

芜
湖 

宣
城 

铜
陵 

池
州 

安
庆 

黄
山 

第三产业占比 第二产业占比 第一产业占比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88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