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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Title] 

13 省政府工作报告点评 

2019 年减税力度增加，基建托底 

 [Table_Summary] 在 2019 年经济下行压力之下，多数省份下调 2019 年经济目标增速。在促

进投资方面，可以看到 2019 年多数省份固定资产投资目标增速保持与经济

同步或高于经济目标增速；但在 2019 年多数省份下调财政收入目标增速的

情况，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更多依赖于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消费方面，政府

下调了 2019 的财政收入目标，积极推行减税降费政策，对消费有一定的支

撑作用。整体看，2019 年消费和基建投资平稳。从省市来看，安徽省受长

三角一体化战略影响，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天津市增长存在压力。 

 经济增速方面，2018年安徽、四川表现较好，GDP和人均 GDP增速均领

跑 13 省份。在公布地方政府报告的 13个省份中，2018年 7省完成 2018

年经济目标增速，6省份未完成经济目标增速，其中天津市 2018年实际

增速与目标增速相差较大。2019年，13省目标增速普遍呈现出持平或下

调特点。 

 财政收入目标增速显著降低。从 2018 年完成情况看，13 省中多数省份

超额完成 2018 年目标增速。其中，辽宁高出目标增速 2.8个百分点；而

天津市 2018年目标增速仅为 3%且未提及 2018 年完成情况。与之前年份

一般财政收入增速与经济增速保持同步有所不同，2019年多数省份下调

一般财政收入目标增速。整体上我们认为，多数省份下调一般财政收入

预算目标增速一方面显示经济下行的压力，另一方面显示政府 2019 年

对企业和个人降税减负的决心。 

 基建托底作用显著，资金来源依赖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总体看，即使在

一般财政收入目标增速下调的情况下，多数省份基建目标增速依然与经

济增速同步或高于经济增速，可见 2019 年基建托底的目标比较明显。

随着财政收入增速的放缓，地方财政对地方政府债券的依赖将会增强。

关于固定资产投资建设，多数省份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重点建设的工

程项目。重点建设项目以公路、铁路、机场等公共设施为主。除此之外，

多数省份将“三大攻坚战”作为 2019 年重点工作，农村基础设施，如

公路交通、水利电网等继续大力改善。对于中东部省份，推动产业升级、

创新发展同样是 2019 年发展方向。 

 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在 13省公布的 2019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目标增速来看，均与 2019 年的经济增长同步。13 省中，天津的人均可支

配收入目标增速最低，为“4.5%以上”；西藏人均可支配收入目标增速最

高，城镇增速 10%，乡村增速 13%；其余省份基本在 6%-8%之间。2019年

减税，增加人民可支配收入是促进居民消费的重要途径，预计个人所得税

专项扣除对居民收入和消费有较为显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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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省发布政府工作报告，安徽、四川表现较好  

截至 1月 23日，共有西藏、北京、天津、河北、黑龙江、江苏、安徽、福建、湖北、四川、新疆、

河南、辽宁 13 个省、市、自治区发布 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各省对 2018 年的经济工作进行总结并

提出 2019年的经济工作的目标。 

在公布政府工作报告的 13 个省、市、自治区中，西藏 2018年实际增速最高达 10%，天津实际增速最

低，约为 3.6%。在 13个省份中，7个省份完成 2018年 GDP增长目标，2个省份基本完成目标（实际

增速略低于目标增速），4 个省份 GDP 实际增速显著低于目标增速 。4 个经济增速未达预期的省份

分别是天津、辽宁、黑龙江和新疆，4省经济增速同时也低于全国经济增速。而增速较高的 4 个省份

分别是西藏、福建、安徽和四川。1 月 21日，统计局公布 2018年中国经济数据，2018年全年 GDP增

速录得 6.6%。在公布数据的 13 个省、市、自治区中，9 个省份增速大于等于全国增速，4 个未达预

期的省份低于全国经济增速。 

我们根据各省公布的 2018 年 GDP 增速及过去三年平均人口增长率1估算出 2018 年 13 省的人均 GDP

及人均 GDP增速。从人均 GDP 及增速来看，安徽和四川两省不仅 GDP 增速较高，人均 GDP 增速也

领跑 13个省份，2018 年人均 GDP增速分别为 10.04%和 9.28%。北京、天津、江苏三省人均 GDP超高

十万，三省市 2018 人均 GDP分别为 14.07万元、12.23 万元及 11.38 万元。其中，天津人均 GDP虽然

较高，但增长放缓，2018年人均 GDP增速仅为 2.7%。辽宁省 2018 年人均 GDP增速显著高于 GDP增

速，侧面反映出东北地区人口净流出的现状。 

 

图表 1. 2019年各省 GDP目标增速 

 各省 GDP目标增速  2018 年实际增速 

省份 2019 年 2018 年  2018 年 

北京 6-6.5 6.5  6.6左右 

天津 4.5左右 5  3.6左右 

河北 6.5左右 6.5  6.6左右 

辽宁 与全国保持同步 6.5  5.6左右 

黑龙江 5以上 6  5左右 

江苏 6.5左右 7  6.7 

安徽 7.5-8 8  8以上 

福建 8-8.5 8.5  8.3 

河南 7-7.5 7.5  7.5左右 

湖北 7.5-8 7.5  7.8左右 

四川 7.5左右 7.5  8 

西藏 10左右 10  10%左右 

新疆 5.5左右 7  6左右 

小结 

 

 

与 2018年 GDP预期增长目标相比，13个省份 2019

年目标增速普遍呈现出持平或下调特点。 

 在公布政府工作报告的 13个省份中，7个省

份完成 2018年目标，2个省份略低于目标增

速，4个省份显著低于目标增速，其中天津

与目标增速差距最大 

资料来源：各省政府工作报告，中银国际证券；红色数据为 2018年实际增速显著低于年初经济目标省份 

 

                                                                 
1 分母使用常住人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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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 1999年至 2018 年中国 GDP 增速  图表 3. 2018年 13 省人均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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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万得，中银国际证券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国际证券；*表示为估算数据 

 

财政收入目标增速显著降低  

13 省中，9 省份公布了 2019 年一般财政收入目标增速。在公布一般财政收入增速目标的 9 省市中，

北京、天津、河北、福建、河南、新疆 6 省市一般财政预算下调。其中，新疆下调 5 个百分点，福

建下调 4个百分点，北京下调 2.5个百分点，天津市为“降幅收窄”。辽宁、安徽和四川三省未下调

增速，基本与 2018年目标一致。而黑龙江、江苏以及西藏三省未提及 2019年一般财政收入目标，但

考虑到东三省经济压力及东部沿海出口下行压力，我们认为三省一般财政收入增速目标可能会低于

经济增长目标。与之前年份一般财政收入增速与经济增速保持同步有所不同，2019 年多数省份下调

一般财政收入目标增速。整体上我们认为，多数省份下调一般财政收入预算目标增速一方面显示经

济下行的压力，另一方面显示政府 2019 年对企业和个人降税减负的决心。 

从 2018 年完成情况，13 省中多数省份超额完成 2018 年目标。其中，辽宁省 2018 年一般财政收入实

际增速较目标高出 2.8 个百分点，河南省高出 2.5 个百分点，安徽省高出 2.4 个百分点。而未提 2018

年实际增速的省份有天津和湖北。天津市 2018 年目标增速仅为 3%，2019年目标则为“降幅收窄”，

我们预计 2019 年天津市财政存在一定压力。 

1月 23日，财政部公布 2018 年全国财政收支运行情况。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6.2%，其中全国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同比增长 8.3%，非税收入下降 4.7%。2018 年降税幅度较大。2018 年 10

月以来个税起征点提高至 5,000元；2018年 10月至 12月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速显著下降，个税降税效

果明显。2018 年政府积极推进国内减税政策，国内增税和关税回落显著。 

支出方面，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20,906 亿元，同比增长 8.7%。民生支出依然是财政支出的重中

之重。其中，教育支出比重最高，约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15%。支出比重排在第 2至第 5位分别是

社会保障支出、城乡社区支出、农林水支出和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其支出比例分别为 12%、

10%、9%和 7%。就支出增速而言，2018年增速较快的三项支出为债务付息支出、科学技术支出和节

能环保支出。科学技术支出和节能环保支出增速较高与目前我国产业结构升级，重视生态环境的大

方向一致。随着地方一般财政收入增速回落，地方债券发行量增加，政府债务付息支出增速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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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 2019年各省一般财政收入目标增速 

 各省一般财政收入目标增速  2018 年实际增速 

省份 2019年 2018年  2018年 

北京 4 6.5  6.5 

天津 降幅收窄 3  未提 

河北 6 7  8.7 

辽宁 6.5 6.5  9.3 

黑龙江 未提 未提  3.2 

江苏 未提 6  4.5 

安徽 与经济增长同步，7.8-8 8  10.4 

福建 3 7  7.1 

河南 7 8  10.5 

湖北 8 未提  未提 

四川 与经济增长同步，7.5 7.5  9.3 

西藏  7   

新疆 5 10  4.5 

小结 

 

 

13个省份普遍降低其一般财政收入目标增速，其中

福建下调 4个百分点，新疆下调 5个百分比，下调幅

度最大；除此之外，安徽、四川两市表示目标增速

比将与经济增长同步，通过比对 GDP目标增速比，

发现两省的目标增速比均将有所下调。 

 在公布政府工作报告的 13个省市自治区中，

多数省份完成 2018年一般公共财政收入目标

增速  

 

 

资料来源：各省政府工作报告，中银国际证券 

 

图表 5. 增值税和关税增速大幅回落   图表 6. 个税减税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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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万得，中银国际证券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国际证券  

 

图表 7. 主要支出占一般预算支出比例   图表 8. 利息支出增速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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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万得，中银国际证券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国际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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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建托底作用显著，资金来源依赖地方政府债券发行 

就 2018年基建目标增速的完成情况看，13省份中，过半数省份未提及 2018年基建目标的完成情况，

我们认为这与 2018年减税、专项债发行节奏较慢相关。 

在公布政府工作报告的 13 个省份中，4 个省份未提 2019 年基建目标增速；9 个省份中，新疆基建目

标增速大幅下调 10个百分点，福建下调 3个百分点，辽宁下调 2个百分点，其余 6个省市基建目标

增速与 2018年目标基本一致。总体看，即使在一般财政收入目标增速下调的情况下，多数省份基建

目标增速依然与经济增速同步或高于经济增速，可见 2019 年基建托底的目标比较明显。随着财政收

入增速的放缓，地方财政对地方政府债券的依赖将会增强。 

 

图表 9. 2019年各省固定资产投资目标增速 

 各省一般财政收入目标增速  2018 年实际增速 

省份 2019年 2018年  2018年 

北京 未提  未提   未提 

天津 8 6  未提 

河北 6 6  6 

辽宁 8 10  未提 

黑龙江 未提  未提   未提 

江苏 6 6.5  6 

安徽 10 10.5  11.5 

福建 10 13  12.1 

河南 未提 8  8 

湖北 10.5  未提   未提 

四川 10 10  10.2 

西藏 未提 18  未提 

新疆 5 15  未提 

小结 

 

 

各省的固定资产投资目标增速差异较大。其中天

津上调 2个百分点，辽宁下调 2个百分点，福建

下调 3个百分点，新疆下调 10个百分点，下调幅

度最大。 

 在公布政府工作报告的 13个省市自治区中，6

省市提及 2018年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速，6

省市基本完成 2018年目标。  

 

资料来源：各省政府工作报告，中银国际证券 

 

关于固定资产投资建设，多数省份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重点建设的工程项目。重点建设项目以公

路、铁路、机场等公共设施为主。除此之外，多数省份将“三大攻坚战”作为 2019 年重点工作，农

村基础设施，如公路交通、水利电网等继续大力改善。中东部省份，推动产业升级、创新发展同样

是 2019年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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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0. 2019年各省固定资产投资目标增速 

省份 2019 年重点建设交通工程项目 

北京 

 开工建设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 

 推动交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向北三县延伸布局 

天津 

 开工建设天津至北京新机场联络线，加快建设京滨、京唐铁路，积极推动京沪高铁二通道、

津承城际项目前期工作 

 推进津石高速、津歧公路建设，建成一批省际干线公路对接工程 

 继续推动津冀港口合作，加快“无水港”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海铁联运和国际货运班列。 

 支持静海等区发挥区位优势全面对接服务雄安新区建设，推动天津至雄安新区重大交通基础

设施项目建设，建立货物快速通关机制，打造雄安新区高效便捷的出海通道。 

河北  

辽宁 

 建设农村公路 4000公里，实施农村公路维修改造 4400公里，建设“一事一议”村内道路 5500

公里 

黑龙江 

 加快建设牡佳客专，新建铁力-伊春客专，开工佳木斯-鹤岗铁路既有线改造，推进哈尔滨-绥

化-铁力客专建设，构建以哈尔滨为中心连通 10个地级市的“一小时、两小时经济圈”，尽

快把全省一张网融入全国高铁网 

 加快京哈高速拉林河-哈尔滨段、鹤大高速佳木斯过境段等高速公路以及沿边公路建设，推进

哈尔滨都市圈环线、吉黑高速哈尔滨-五常段、哈尔滨-肇源、绥化-大庆高速公路建设 

 开工建设哈尔滨机场第二跑道。继续推进哈尔滨地铁 2号线一期、3号线二期工程。 

江苏  

安徽 

 合肥—新沂高铁，巢湖—马鞍山，淮北—宿州—蚌埠城际铁路，滁州—南京城际铁路 

 合肥—六安—大顾店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合宁、合安、芜合高速 190公里八车道改扩建，

合肥—周口高速公路寿县—颍上段前期工作 

 池州长江公路大桥，G3铜陵长江公铁大桥；合肥新桥机场改扩建项目 

 阜阳、安庆、池州机场改扩建和芜宣机场、庐江通用机场建设，加快新建亳州、蚌埠、宿州、

滁州机场和迁建黄山机场前期工作 

福建 

 推动重点城际铁路、福厦客专、厦门新机场、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二期扩建等重大项目 

 建成通车地铁福州 2号线、厦门 2号线，开工双龙铁路（福建段） 

 推进道路隐患排查治理，建成普通国省干线 285公里，改造国省道路面 150公里 

 建设改造农村公路 1500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安保工程 1500公里。 

河南 

 开工建设栾川至卢氏高速公路等一批项目，建成周口至南阳等 3条高速公路 

 加快郑州高铁南站枢纽和三洋铁路河南段建设，建成郑万、郑阜、商合杭高铁和蒙华铁路河

南段，开工郑济高铁濮阳至济南段，推进呼南高铁前期工作 

 开工郑州机场三期北货运区、中国邮政航空邮件处理中心等项目 

 推进沙颍河、淮河等内河水运项目建设，构建通江达海水运网络 

湖北  

四川 

 建设成都铁路港、泸州港开放口岸 

 加快推进成南达万、成自宜高铁和川藏铁路雅安至林芝段、汉巴南等铁路项目 

 加快建设马尔康至青海久治等进出川高速公路 

 天府国际机场力争完工 

西藏 

 做好川藏铁路规划建设服务保障，全面推进拉林铁路建设 

 推进“3+1”机场建设及日喀则和平机场改造工程。 

新疆 

 开工建设精河—阿拉山口高速公路，力争建成 G30线乌鲁木齐—奎屯、大黄山—乌鲁木齐高

速公路改扩建等项目 

 以完善铁路路网结构、提升通达能力为重点，加快推进库尔勒—格尔木铁路、和田—若羌铁

路等重大项目建设 

 开工建设乌鲁木齐—准东铁路双线电气化改造工程，建成克拉玛依—塔城铁路，打造以兰新

高铁为主干、南北疆快速通道为两翼的铁路“交通圈” 

 围绕完善机场功能布局、提升航空连通度，推进乌鲁木齐国际机场等改扩建和于田机场等新

建项目，以市场化手段引进航空公司和通用航空企业，加快构筑疆内外联运网络。 

资料来源：各省政府工作报告，中银国际证券 

 

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  

2019年 1月 21日，统计局公布 2018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全国录得 39,251元，累计增速为 7.9%。

同时 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速回落至 9%，创 2000年来新低。2019 年增加居民收入，促

进居民消费是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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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3省公布的 2019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目标增速来看，均与 2019年的经济增长同步。13省中，天津

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目标增速最低，为“4.5%以上”；西藏人均可支配收入目标增速最高，城镇增速

10%，乡村增速 13%；其余省份基本在 6%-8%之间。与 2018年目标增速相比，新疆下调 2019年人均

可支配收入目标增速；部分省份人均可支配收入目标增速与经济增速同步，这也意味着人均可以支

配收入目标增速略有下滑。 

从 2018年目标完成情况来看，天津、江苏和湖北未提及 2018年实际增速；辽宁、黑龙江、安徽、福

建、河南、四川和西藏完成 2018年目标增速；北京、和河北 2018年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目标增速

基本一致；新疆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低于 2018年目标增速。 

2019 年减税，增加人民可支配收入是促进居民消费的重要途径，预计个人所得税专项扣除对居民收

入和消费有较为显著的影响。 

 

图表 11.  2019年各省人均可支配收入目标增速 

 各省人均可支配收入目标增速     

 2019年 2018年  2018 年实际增速  

省份 城镇 乡村 城镇 乡村  城镇 乡村  

北京 与经济增长同步 与经济增长同步 6.5 6.5  6.3 6.3  

天津 高于 4.5 高于 4.5 6.5 6.5  未提 未提  

河北 7 7 7 7.5  7 7  

辽宁 与经济增长同步 与经济增长同步 6.5 6.5  6.7 6.6  

黑龙江 与经济增长同步 与经济增长同步 6 6  6.4 9  

江苏 与经济增长同步 与经济增长同步 7 7  未提 未提  

安徽 与经济增长同步 9 8 8.5  8.7 9.6  

福建 8 8.5 8 8.5  8 8.9  

河南 8 8 8 8  8.5 8.5  

湖北 与经济增长同步 与经济增长同步 7.5 7.5  未提 未提  

四川 8 9 8 9  8.1 9  

西藏 10 13 10 13  10 13  

新疆 7 7 8.5 8.5  6.5 8.5  

小结 

 

 

在已发布数据的 13个省份中，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目标增速均维持不变

或有所下调。其中新疆的城乡居民收入目标增速下调约 1.5%，下调幅

度较大；除此之外值得注意的是如北京、辽宁、黑龙江、江苏、湖北、

安徽等省均采用“与经济增长同步”的表述，通过对 2019年各省经济

增长目标的比对，上述各省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目标增速将有所下滑。 

 

在公布政府工作报告的 13个省市

自治区中， 多数省份完成 2018年

目标增速。 

 

 

资料来源： 各省政府工作报告，中银国际证券 

 

图表 12. 社零消费增速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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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万得，中银国际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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