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1 
 

 

 

 

 

  

  

2 月以来，多地公布 2022 年财政执行报告和 2023 年财政预算报告，2022 地方财政发力有何特征，当前地方财政预算

收支预期如何？本文系统梳理，可供参考。 

一问：2022 年地方财政特征？能源涨价拉动中西部财政，土地财政拖累东北债务压力攀升 

2022 年地方财政收入承压，中西部一般财政收入表现较好，主因能源价格上涨带动；东北受土地财政拖累，地方政府

性基金收入下滑近六成。2022 年地方一般财政收入同比下降 2.1%，中西部一般财政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5%，主

因能源价格上涨拉动；土地出让收入下滑严重拖累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2022 年地方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下降

21.6%，东北地区同比下降 58%。地方财政自给率普遍下降，转移支付、地方债等对地方财政支出形成支撑，2022 年

地方广义财政支出同比增长 2.8%；中西部广义财政支出力度相对较高，同比分别增长 6.1%、5.4%。 

地方债支持地方财政发力的同时，也导致其债务压力快速攀升，东北、西部地区付息压力抬升明显。2022 年地方广义

财政收支缺口达 14.8 万亿元，地方债补充约 4.8 万亿元；但同时，地方债加码也导致地方政府债务率抬升至 120%，

黑龙江、新疆、天津等财政实力较弱地区债务率大幅攀升；债务率快速增长亦推升地方付息压力，东北、西部地区尤

为明显，2022 年其专项债付息金额占其政府性基金收入比重抬升至 33.7%、17.7%。 

二问：当前地方财政预算的变化？东北中部一般财政预期改善，政府性基金仍需专项债补充 

地方财政预算收入明显修复，但预算支出增速相对较低，或缘于基数效应与转移支付、地方债额度分批下达等。地方

年初预算报告显示，地方一般财政收入预期普遍改善，东北、中部地区一般财政预算收入上调幅度较大，分别较 2022

年预算执行情况增长 9.5%、6.9%；三分之二省市上调 2023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东北、东部地区地方政府性基金

收入预期明显提升，分别较 2022 年预算执行情况增长 51.3%、12.2%；各地一般财政与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增速普遍

低于收入增速，或与 2022 年支出基数较大以及当前时点全年转移支付、一般债额度未完全下达有关。 

与 2022 年相比，2023 年地方债提前批额度下达更早、额度更高，东部地区新增额度占比进一步抬升。 2023 年新增

一般债与专项债提前批额度分别为 4320 亿元、2.19 万亿元，占 2022 年新增地方债额度的比例近 60%，达可提前下达

债务额度上限。专项债提前批额度分配进一步分化，东部地区额度占比抬升至 53%；广东、山东、浙江等经济大省专

项债提前批额度占比较 2022 年明显提升，或缘于专项债项目储备充分、债务压力相对较低等。 

三问：2023 年地方财政重点支持领域？中西部农业民生支持较多，东部更侧重内需、产业发展 

与各地“两会”重点任务相匹配，保民生、扩内需、促产业发展等是地方财政重点支持方向。从地方一般财政支出来

看，中西部重点支持农业与产业发展，东部加大扩内需、促消费等财政支持。部分中西部地区 2023 年一般财政预算

支出对农林水、科学技术支持力度较高，可比口径下，平均支出增速达 105%、40%；东部地区中，上海、广东等多地

安排专项资金，通过消费枢纽建设、大宗消费补贴、消费券抵扣等，支持内贸发展、加快消费修复。 

年初地方专项债对基建类项目支持力度提升，但各地侧重不同，中西部对农林水利、民生等项目支持力度相对较大，

东部更多支持产业发展配套设施。2023 年 1-2 月，地方新增专项债投向基建类项目占比达 74%、较 2022 年全年提升

近 6 个百分点；各地专项债投向侧重不同，中西部更注重农业与民生发展，中部约 14%专项债投向民生领域，西部约

9%专项债投向农林水利，东部地区对产业配套建设支持力度较大、超 37%专项债投向市政产业园。 

 

风险提示：疫情反复，数据统计存在误差或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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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方财政预算，透露的信息？ 

2 月以来，多地公布 2022 年财政执行报告和 2023 年财政预算报告；2022 年地方财政发力
有何特征，当前地方财政预算收支预期如何？本文系统梳理，可供参考。 

1.1、 一问：2022 年地方财政特征？ 

2022 年地方广义财政收入承压，中西部地区一般财政收入表现较好，主因能源价格
上涨带动；土地财政拖累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大幅下滑，东北地区下滑近六成。2022 年
地方广义财政收入约 18.3 万亿元、同比下降近 11%；其中，地方一般财政收入为约 10.9
万亿元、同比下降 2.1%，剔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同比增长 7.5%；中西部地区一般财政收入
表现亮眼，同比分别增长 3%、2.5%，主因能源价格上涨拉动相关财税收入。土地出让收
入下滑严重拖累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2022 年地方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仅 7.4 万亿元、
同比下降近 11%；其中，东北地区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下降近 58%。 

图表1：2022 年地方广义财政收入承压  图表2：2022 年中西部地区一般财政收入表现亮眼 

 

 

 
来源：各地政府网站，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各地政府网站，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3：2022 年东北地区政府性基金收入大幅下滑  图表4：2022 年政府基金收入下滑主因土地财政拖累 

 

 

 

来源：各地政府网站，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各地政府网站，国金证券研究所 

 

地方财政自给率普遍下降，转移支付等对地方财政支出形成支撑。2022 年，除陕西、
山西等 4 个省能源大省外，其余省市财政自给率均有下降，上海、吉林在疫情影响下财政
自给率下滑近 10 个百分点。转移支付、结转结余、地方债等支持下，2022 年地方广义财
政支出近 33 万亿元、同比增长 2.8%；其中，中、西部地区广义财政支出增速相对较高、
分别达 6.1%与 5.4%；东部、东北地区财政支出增速较低主要受政府性基金支出拖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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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2022 年东部、东北财政自给率明显下降  图表6：2022 年上海、吉林等地财政自给率大幅下降 

 

 

 

来源：各地政府网站，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各地政府网站，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7：2022 年中西部地区广义支出强度相对较高  图表8：2022 年一般财政支出增速超过政府性基金支出 

 

 

 

来源：各地政府网站，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各地政府网站，国金证券研究所 

 

地方债支持地方财政发力的同时，也导致其债务压力快速攀升，部分弱资质地区付息
压力加剧。2022 年地方广义财政收支缺口达 14.8 万亿元；其中，地方债补充了约 4.8 万
亿元缺口，是地方财政支出的重要资金来源。但同时地方债加码也使得地方政府债务率抬
升至 120%，主要体现在黑龙江、新疆、天津、贵州等财政实力较弱的省市债务率大幅攀
升。债务率快速增长亦推升地方债务付息压力，2022 年东北、西部地区债务付息压力加
剧，专项债付息占其政府性基金收入平均比重抬升至 33.7%、17.7%；分省市来看，黑龙
江、天津等地专项债付息压力最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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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9：2022 年地方政府债务率近 120%  图表10：2022 年黑龙江、新疆等地债务率明显攀升 

 

 

 
来源：各地政府网站，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各地政府网站，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11：2022 年东北、西部地区债务付息压力明显抬升   图表12：2022 年各地专项债付息压力 

 

 

 

来源：中国地方政府债券信息公布平台，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中国地方政府债券信息公布平台，国金证券研究所 

 

 

1.2、 二问：当前地方财政预算的变化？ 

地方一般财政预算收入明显上调，但预算支出增速相对较低，或缘于基数效应与转移
支付等分批下达。地方年初预算报告显示，一般财政收入预期普遍修复，东北、中部地区
一般财政预算收入上调幅度较大，分别较 2022 年预算执行情况增长 9.5%、6.9%，海南、
吉林一般财政预算收入增速均超 10％。各地一般财政预算支出增速普遍低于预算收入增
速，或与 2022 年支出基数较大以及当前时点全年转移支付、一般债额度未完全下达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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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3：2023 年东北、中部一般财政收入预期增速较高  图表14：2023 年地方一般财政预算收入普遍上调 

 

 

 

来源：各地政府网站，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各地政府网站，国金证券研究所 

 

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预期改善，三分之二省市上调 2023 年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但
预算支出回落，或主因专项债额度分批下达等。低基数效应影响下，东北、东部地区地方
政府性基金收入预期改善，分别较 2022 年预算执行情况增长 51.3%、12.2%;其中，天津、
辽宁 2022 年受土地财政拖累较大的地区预期改善明显，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同比增长超
100%；10 省市下调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但降幅较 2022 年均有收窄。地方政府性基金支
出预算下滑，或主要缘于全年专项债额度尚未下达完毕。 

图表15：2023 年地区政府性基金收支增速预期分化  图表16：2023 年东北、东部政府性基金收入增速较高 

 

 

 

来源：各地政府网站，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各地政府网站，国金证券研究所 

 

与 2022 年相比，2023 年地方债提前批额度下达更早、额度更高，东部地区新增额度
占比进一步抬升。 各地财政预算报告显示，2023 年新增一般债与专项债提前批额度分别
为 4320 亿元、2.19 万亿元，占 2022 年新增地方债额度的比例近 60%，达可提前下达债务
额度的上限。专项债提前批额度分配进一步分化，东部地区额度占比抬升至 53%；广东、
山东、浙江等经济大省专项债提前批额度占比较 2022 年明显提升，或缘于专项债项目储
备充分、债务压力相对较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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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7：2023 年初地方专项债发行节奏较快  图表18：2023 年地方债提前批下达更早、额度更高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财政部，各地政府网站、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19：2023 年提前批额度更向东部地区倾斜  图表20：广东、山东、浙江专项债提前批额度占比提升 

 

 

 

来源：各地政府网站，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各地政府网站，国金证券研究所 

 

1.3、 三问：2023 年地方财政重点支持领域？ 

与各地“两会”重点任务相匹配，多地 2023 年财政预算报告显示，扩内需、保民生、
促产业发展等是重点支持方向。2023 年地方财政重点方向普遍聚焦民生保障、科技教育、
乡村振兴等公共服务；此外，地方两会提出的重点任务也在地方财政政策中有所体现，多
地提出加大财政对扩内需、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绿色低碳转型等领域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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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 第1批 5800 8100 5800 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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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 第3批 0 10000 5580 2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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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2021年12月 第1批 3300 14600 3300 14600
2022年3月 第2批 - 19900 - 34500

2023年 2022年11月 第1批 4320 21900 4320 2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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