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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及下辖各市经济财政实力与债务研究（2018） 

公共融资部  刘明球 

经济实力：辽宁省经济长期存在“国有经济占比高”和“重工业占比高”的“两

高”特征，工业化特征显著，支柱产业以资源类、重化工为主，产业转型升级压

力大。近年来全省经济增速低且波动较大，常住人口净流出，且人口老龄化加重，

制约了全省经济的发展，经济总量已跌至全国各省排名中游。2017 年受益于主

要工业品价格的回升，辽宁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39 万亿元，居全国第 14 位，

与上年持平；增速由上年的负增长转为正增长 4.2%，但增速仍低于全国水平。

2017 年辽宁省投资和消费增长乏力，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当年固定资

产投资（不含农户）实现 0.64 万亿元，同比增长 0.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1.38 万亿元，同比增长 2.9%；出口实现 3041.7 亿元，同比增长 7.1%。2018 年

前三季度，辽宁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80 万亿元，同比增长 5.4%，增速较上年

同期上升 2.9 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4.8%，增速较上年同期大幅上升

20.2 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 1.05 万亿元，同比增长 7.4%，增速较

上年同期上升 5.6 个百分点。但同期出口总额实现 0.24 万亿元，同比增长 5.3%，

增速较上年同期回落 3.2 个百分点。总体看，辽宁省经济有所企稳回升，但经济

增长动能转化尚不够稳定。此外，辽宁省债券市场发生多起违约事件，区域信用

环境有待改善。 

从下辖地级市情况看，受前两年辽宁省数据挤水分及当年主要工业产品价格

上升影响，2017 年辽宁省各市经济均实现正增长。其中，大连和沈阳经济实力

在省内依然保持显著领先地位，投资、消费和出口规模在全省均占据绝对优势，

成为辽宁省经济发展的重要核心。2017年大连和沈阳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以 7363.9

亿元和 5865.0 亿元分列全省各市前两位，两市地区生产总值合计占全省 54.6%，

其中大连同比增长 7.1%，但沈阳仅为 3.5%；鞍山、营口、盘锦和锦州 2017 年

地区生产总值均在 1000 亿元以上，排名中上游；位于内陆辽西北的阜新地区生

产总值仅 421.7 亿元，在全省各市垫底。2018 年上半年，除铁岭地区生产总值同

比下降 0.8%外，其余各地市均实现正增长。投资、消费及出口对辽宁省各市经

济增长的作用分化较大，各地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差别较大。 

财政实力：2017 年以来，受益于原油、煤炭、钢材、石化产品等价格持续

回升，辽宁省传统重工业行业税收收入明显增长，涉房涉地税种稳中有升，全省

财力保持增长。2017 年和 2018 年前三季度，辽宁省分别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392.77 亿元和 2019.7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8.7%和 10.0%，税收占比均在 75%以

上。同期，全省政府性基金收入分别为 712.02 亿元和 703.1 亿元，同比分别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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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和增长 64.0%。此外，辽宁省获得上级补助收入规模较大，2017 年为 2345.98

亿元，同比增长 8.98%，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辽宁省因经济下行而出现的财政自给

压力。 

从下辖各地级市情况看，2017 年和 2018 年上半年，沈阳和大连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规模相对较大，两市分别均超过 650 亿元和 370 亿元；鞍山、营口和盘锦

规模次之，三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均超过 100 亿元和 65 亿元，其余地级市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相对较小，其中阜新分别为 38.18 亿元和 23.31 亿元，在

全省各市中垫底。同期，主要受益于主要工业产品价格上升，辽宁省各市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均实现增长，增速在 4.0%-30.0%，其中 2017 年大连和沈阳增速分别

为 7.5%和 5.7%，分别较上年上升 2 个百分点和 3.3 个百分点。2017 年辽宁省各

市税收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率均超过 60%，收入结构稳定性尚可。但公共财

政自给率偏低，财政平衡对上级补助收入的依赖大。 

受国有土地出让收入情况及入库时点差异等影响，2017 年辽宁省下辖各市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涨跌各异，9 个地市实现增长，丹东、抚顺等 5 个地市延续

上年下滑趋势。沈阳和大连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规模仍高居前两位，2017 年

分别实现 212.25 亿元和 199.81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2.57%和 7.96%。 

债务状况：政府债务方面，辽宁省（不含大连市）已形成了较大规模的政府

性债务。截至 2017 年末，辽宁省（不含大连市）政府债务余额为 6516.1 亿元，

较上年减少 54.4 亿元，政府债务规模排名各省市前列。受制于财力规模，目前

辽宁省债务偿付压力仍较大。随着 2018 年存量债务置换完成，新增政府债务实

行限额管理，以及辽宁省经济增长企稳回升，财力增强，辽宁省政府债务风险尚

可控。 

从下辖各地级市情况看，2017 年末辽宁省内各市政府债务规模均相对偏大，

其中大连和沈阳政府债务规模大，分别为 1939.1 亿元和 1693.7 亿元，排名省内

各市前两位，与其在省内的经济财政实力较强相对应。当年末政府债务余额与

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相比，各地市比率均大于 250%；债务规模排名前两位

的大连市和沈阳市分别为 295%和 258%，其中沈阳在省内各市中最小。受经济

下行、信用环境较差等因素影响，2017 年以来辽宁省城投债发行规模小，2017

年及 2018 年前三季度全省城投债发行额分别仅为 118.20 亿元和 38.70 亿元；省

内各地市城投企业包括债券在内的带息债务情况分化明显，其中铁岭的平台带息

债务负担最重，大连、锦州和阜新的平台带息债务负担相对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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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辽宁省经济与财政实力分析 

（一）辽宁省经济实力分析 

辽宁省经济长期存在“国有经济占比高”和“重工业占比高”的“两高”特征，

工业化特征显著，支柱产业以资源类、重化工为主，产业转型升级压力大。近

年来全省经济增速低且波动较大，常住人口净流出，且人口老龄化加重，制约

了全省经济的发展，经济总量已跌至全国各省排名中游。2017 年受益于工业品

价格的回升，辽宁省经济企稳回升，但经济动能转化尚不够稳定。辽宁省债券

市场发生多起违约事件，区域信用环境有待改善。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

多项战略的引导下，辽宁省将开启全面发展新局面，经济发展前景有望向好。 

辽宁省位于我国东北地区南部，南临黄海、渤海，东与朝鲜一江之隔，与日

本、韩国隔海相望，是东北地区唯一的既沿海又沿边的省份，也是东北及内蒙古

自治区东部地区对外开放的门户，全省国土面积 14.8 万平方公里，大陆海岸线

长 2292 公里，近海水域面积 6.8 万平方公里。辽宁省是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核心

省份，装备制造业、钢铁和石油化学工业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但长期存在“国

有经济占比高”和“重工业占比高”的“两高”特征，支柱产业以资源类、重化工为

主。近年来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资源优势的消耗以及重化工产品市场需求的疲

软，2011 年起辽宁省经济增速持续下滑，2016 年受经济数据“挤水分”等因素影

响甚至下滑至-2.5%。2017 年，辽宁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39 万亿元，同比增长

4.2%，增速虽低于全国水平（6.9%）2.7 个百分点，但较上年上升 6.7 个百分点，

2011 年以来经济增速单向回落的状况发生了趋势性改变；经济总量位居全国第

14 位，与上年持平；人均 GDP 为 5.47 万元，为全国水平的 0.92 倍。辽宁省第

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为 2182.1 亿元、9397.8 亿元和 12362.1 亿元，同比分

别增长 3.6%、3.2%和 5.0%，三次产业结构由 2015 年的 8.3：46.6：45.1 调整为

2017 年的 9.1：39.3：51.6。2017 年，在稳增长、调结构的背景下，辽宁省产业

结构持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年上升，是推动辽宁省

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18 年前三季度，辽宁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80 万亿元，

同比增长 5.4%，较上年同期上升 2.9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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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 2008-2017 年辽宁省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速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 2008-2017 年辽宁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新世纪评级整理 

图表 2. 2017 年辽宁省与全国其他省市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速对比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新世纪评级整理 

依托矿产等资源优势，辽宁省形成了以装备制造、原材料加工以及农产品加

工为主的工业体系，工业支柱产业以重工业为主。据辽宁统计年鉴（2017），2016

年辽宁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8025 个，较 2015 年减少 4009 个，其中国有及国有

控股工业 589 个，占比 7.34%，其工业总产值占当年辽宁省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的 44.99%；按轻重工业划分的重工业企业 5706 个，占比 71.10%，创造了辽宁

省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 83.70%。为改善工业产业结构，辽宁省着力培育新兴

产业、培植新动力。工业机器人、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太阳能电池等新产业

发展迅猛，2017 年末全省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2580 家，高端装备制造业占比达 18%。

2017 年，随着主导产业产品市场价格回升，辽宁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4.4%，结束了之前年度的负增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2480.2

亿元，同比增长 8.9%，实现利税 2380.0 亿元，同比增长 28.2%。分行业看，2017

年辽宁省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石化工业、冶金工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占比分别为

32.0%、26.8%、14.2%和 10.0%，同比分别增长 7.4%、1.7%、5.9%和 0.5%。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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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规模以上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3.2%，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

比重为 48.1%。2018 年前三季度，辽宁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进一步上升，同比

增长达到 9.7%，位居全国第 3 位。但是，现阶段辽宁省许多关键零部件、重大

技术装备等对外依存度偏高，主要工业产品附加值低，市场竞争力较弱；加之主

导工业经济发展的大中型国企存在运营管理惯性、体制改革以及技术创新等难题，

辽宁省经济转型升级压力依然大。 

辽宁省人口基数较大，但近年来受经济下行等影响，常住人口净流出，且人

口老龄化加重，制约了全省经济的发展。2015-2017 年，辽宁省常住人口分别为

4382.4 万人、4377.8 万人和 4368.9 万人，2016 年和 2017 年分别净流出 4.6 万人

和 8.9 万人。同期，辽宁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0.42‰、-0.08‰和-0.44‰，持

续负增长；且 60 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分别为 20.59%、21.64%和 22.85%，2017

年高于全国（17.3%）5.55 个百分点，人口结构呈老龄化趋势。近三年辽宁省人

口自然增长率处于负增长，制约了辽宁省区域经济的发展。 

从三大需求看，2017 年辽宁省三大需求逐步回升，对经济提振作用增强；

2018 年前三季度出口减速，但投资及消费增速大幅提升，带动经济增速高于上

年。 2017 年，辽宁省全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0.64 万亿元，同比增长 0.1%，

投资增长乏力，其中基础设施投资 0.15 万亿元，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 23.9%，

同比增长 14.5%；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 0.23 万亿元，占全省投资的 35.9%，同比

增长 9.3%，占比在 2017 年居全国各省第四，仅次于上海市、海南省和北京市，

固定资产投资对房地产投资依赖性较强。从三次产业投资看，2017 年辽宁省第

三产业投资占 63.5%，第三产业成为固定资产投资的最重要投向。消费方面，2017

年辽宁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1.38 万亿元，同比增长 2.9%，较上年下降 2 个

百分点。其中，从限额以上商品零售类值看，全年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增长

28.4%，化妆品类商品零售额增长 19.2%，金银珠宝类商品零售额增长 8.6%。2018

年前三季度，辽宁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4.8%，增速较上年同期大幅上升 20.2

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 1.05 万亿元，同比增长 7.4%，增速较上年

同期上升 5.6 个百分点。 

对外贸易方面，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引导下，2017 年辽宁省进出口总额

为 6737.4 亿元，同比增长 17.9%，其中出口额 3041.7 亿元，同比增长 7.1%，以

机电产品、钢材、高新技术产品为主，全年机电产品、钢材、高新技术产品分别

出口 1215.0 亿元、381.2 亿元和 375.8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5.4%、21.0%和 18.2%。

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所好转。2018 年前三季度，辽宁省出口总额实现

0.24 万亿元，同比增长 5.3%，但增速较上年同期回落 3.2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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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 辽宁省地区生产总值（支出法）构成情况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新世纪评级整理 

信用环境方面，受经济需求疲弱、产业升级缓慢以及人口流出等众多因素叠

加影响，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下滑导致辽宁省信用削弱，自 2014 年初有债券违约

记录以来，截至 2017 年末四年间，我国资本市场上的债券违约事件一共有 156

起，其中辽宁省的企业违约次数居于首位，先后发生了东北特钢、大连机床、辉

山乳业和丹东港等 22 次债券违约事件，占比达 14.10%，相关企业主营业务与钢

铁、煤炭、有色、机械、港口等过剩产能行业高度相关，对整个辽宁地区企业融

资市场产生负面影响，区域信用环境有待改善。 

面对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困境，2003 年以来国务院先后发布《关于实施东

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关于

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等发展战略。2017 年 3 月 15 日，

国务院印发《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实施范围 119.89 平方公

里，涵盖大连、沈阳和营口三个片区，其中大连片区 59.96 平方公里，沈阳片区

29.97 平方公里，营口片区 29.96 平方公里。同时，辽宁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步伐加快，2017 年辽宁至欧洲三条大通道全部运营，“辽满欧”大通道已开通大

连港、营口港至欧洲的 14 条中欧国际集装箱班线。辽宁自贸试验区建设开局良

好，制定自贸区三年滚动工作计划，出台 199 条支持政策，复制推广上海自贸区

经验 99 项，形成 13 个全国首创案例，推进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新增注册

企业 2.2 万户，注册资本 3131.9 亿元。对口合作取得阶段性成果，制定苏辽、京

沈、沪连对口合作实施方案，积极推进产业合作、园区合作、项目引进、人才培

养。全年引进国内实际到位资金增长 42.7%，实际利用外资增长 77%。另外，为

促进辽宁省的全面振兴发展，2017 年 10 月，辽宁省发改委印发《辽宁省推进县

域经济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年行动计划（2018 年-2020 年）》，明确各县以资

源禀赋为基础，以农产品深加工和旅游等特色产业为依托，逐步形成“一乡一业”、

“一村一品”的发展格局。此外，辽宁省设立省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开展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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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建设年，制定加强政务诚信建设实施方案，加快“信用辽宁”建设，改善辽宁

省的信用环境。总体来看，未来辽宁省在多项重大战略引导下，将开启全面发展

的新局面，经济发展前景有望逐步向好。 

（二）辽宁省财政实力分析 

2017 年受益于原油、煤炭、钢材、石化产品等价格持续回升，辽宁省传统

重工业行业税收收入明显增长，同时辽宁省房地产市场运行平稳，涉房涉地税

种稳中有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保持增长。辽宁省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较低，

但得益于上级补助收入稳步增长及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的较好补充，辽宁省财

政得以收支平衡。未来在中央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政策利好下，辽宁省获得上

级补助收入的持续性仍然可期。 

辽宁省地方可支配财力主要来源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上级补助收入和政府

性基金预算收入等。近三年，辽宁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及上级补助收入逐年增长，

稳定性较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受土地储备及出让、当地房地产市场景气度及

宏观政策等多方面影响大，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近三年持续下降。 

图表 4. 2015-2017 年辽宁省财政收支情况（单位：亿元） 

指标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财政收入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127.39 2200.49 2392.77

    其中：税收收入 1650.45 1687.45 1812.42

非税收入 476.94 513.04 580.35

一般公共预算补助收入 1925.00 2125.20 2319.79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909.27 723.23 712.02

    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612.23 524.38 579.70

政府性基金补助收入 32.76 27.44 26.19

合计 4994.42 5076.36 5450.77

财政支出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481.61 4577.47 4879.42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986.54 739.45 689.08

合计 5468.15 5316.92 5568.50

税收收入占比 77.58% 76.69% 75.75%

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 47.47% 48.07% 49.04%

数据来源：2015-2017 年辽宁省财政决算表、财政决算报告，公开资料，新世纪评级整理 

得益于 2017 年原油、煤炭、钢材、石化产品等价格持续回升，辽宁省以传

统重工业为主的工业行业税收有所增长，以及辽宁省房地产市场运行平稳，涉房

涉地税种稳中有升，当年辽宁省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392.77 亿元，同比增长

8.7%。其中，税收收入为 1812.42 亿元，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75.75%，较上年略降。辽宁省税源行业较为集中，2017 年税种构成主要来自增

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及涉房涉地的城镇土地使用税、城市维护建设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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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税、房产税等，当年主要税种收入合计约占全部税收收入的 90.0%。2018 年前

三季度，受益于汽车、钢铁、成品油等主要产品销量稳步增长，装备制造、冶金、

石化等支柱行业效益水平显著提高，工业经济向好带动税收增长，辽宁省实现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 2019.7 亿元，同比增长 10.0%。其中税收收入实现 1530.6 亿元，

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75.8%，同比增长 10.6%。 

辽宁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主要涉及教育、交通运输、农林水事务、社会保障

和就业、一般公共服务、医疗卫生、公共安全、城乡社区等多个领域。2017 年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 4879.42 亿元，其中用于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一般

公共服务、医疗卫生和公共安全的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61.75%。2018 年

前三季度，辽宁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3573.6 亿元，同比增长 5.1%。2017 年，

辽宁省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1为 49.04%，较上年提升 0.97 个百分点，但财政自给

率仍较低。 

图表 5. 2017年各省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及税收占比情况2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新世纪评级整理 

政府性基金方面，辽宁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主要由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

入构成。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受土地储备及出让情况、房地产市场、宏观

政策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大，稳定性差。2017 年辽宁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为

712.02 亿元，同比下降 1.55%，主要是辽宁省高速公路通行费自 2016 年 7 月 1

日起不再纳入基金管理，以及 2017 年按国家要求将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

费收入改列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等因素影响所致。同年，辽宁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

出为 689.08 亿元，同比下降 6.8%，主要是交通运输支出及占比较大的城乡社区

支出等减少所致。2018 年前三季度，辽宁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703.1 亿元，

同比增长 64.0%，增量主要来自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540.8 亿元，同比增长 63.0%，增量主要来自城乡社区支出。 

                                                             
1 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00% 
2  西藏自治区 2016 年税收占比数据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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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补助方面，2017 年辽宁省获得上级补助收入 2345.98 亿元，同比增长

8.98%，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补助收入为 2319.79 亿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补助收入

为 26.19 亿元。依靠上级补助收入，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辽宁省因经济下行而出现

的财政自给压力。在国家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加快推动东北地区企稳向好政策环

境下，未来辽宁省持续获得稳定的中央上级补助收入可期，上级补助收入成为地

方可支配财力的重要支撑。 

二、下辖各市经济与财政实力分析 

辽宁省下辖沈阳、大连、鞍山、本溪、辽阳、丹东、锦州、抚顺、朝阳、铁

岭、盘锦、葫芦岛、营口、阜新等 14 个地级市。按照城市空间布局及产业特征，

辽宁省包括沿海经济带3、沈阳经济区4和辽西北地区5三大经济发展区域，其中沿

海经济带以大连为中坚力量，以沿海港口和资源优势作为发展支撑；沈阳经济区

以沈阳为核心，着重发展传统优势的工业产业。大连和沈阳作为核心增长点，在

区域政策的带动下，其相对充裕的资本和先进的技术能够快速扩散，并与周边城

市特色资源有效互动，形成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格局。2017 年，辽宁省沿海经济

带、沈阳经济区及辽西北地区分别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24 万亿元、1.10 万亿元

和 0.08 万亿元，较上年分别增长 9.6%、9.4%和 9.3%6。 

图表 6. 辽宁省区域图 

 

资料来源：新世纪评级根据公开资料绘制 

                                                             
3 辽宁沿海经济地带包括大连、营口、葫芦岛、盘锦、锦州、丹东。推进沿海经济地带开发建设是指推动

港口资源整合，基本建设大连成为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国际物流中心和区域金融中心，支持锦州建成辽

西区域中心，陆海统筹，对接俄蒙欧，经济参与中韩贸易区建设，加快建设成为产业结构先导。 
4 沈阳经济协同区是指以沈阳为中心，以沈阳和抚顺为重点，推进沈阳和抚顺、铁岭、鞍山、辽阳、营口，

阜新的一体化，打造具有影响力的城市群和新兴工业化先导区。 
5 辽西北经济区是推进建设阜新、朝阳等城市的农业和环保建设，促进辽宁西北转型成为对接京津冀协同

发展的先导区域。 
6  根据 2017 年所属各市地区生产总值汇总与 2016 年所属各市地区生产总值汇总的数据由新世纪评级计算

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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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 2015-2017 年辽宁省三大区域主要经济发展指标比较 

指标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沈阳经

济区 

沿海经

济地带

辽西北

地区

沈阳经

济区 

沿海经

济地带

辽西

北地

区

沈阳经

济区 

沿海经

济地带 

辽西

北地

区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14322.8 13575.9 862.70 10064.0 11356.1 708.9 11011.50 12445.9 775.00

固定资产投资额（亿元） 9135.6 8004.58 500.10 2906.4 3286.0 243.9 2655.90 3538.00 250.80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6906.9 5439.27 427.90 7055.8 5909.6 448.7 7001.30 6351.3 452.70

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200.0 707.2 9.99 165.2 657.47 7.73 188.83 746.85 5.47

数据来源：辽宁省 14 个地级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新世纪评级整理 

（一）下辖各市经济实力分析 

2017 年，受前两年辽宁省数据挤水分及当年主要工业产品价格上升影响，

辽宁省各市经济均实现正增长。其中，大连作为计划单列市和沈阳作为省会城

市，经济实力较其余地级市具有明显的优势，地区生产总值均在 5000 亿元以上，

排名分列前两位；鞍山、营口、盘锦和锦州地区生产总值均在 1000 亿元以上，

排名中上游；位于内陆辽西北的阜新地区生产总值仅 421.7 亿元，在全省各市垫

底。2018 年上半年，除铁岭地区生产总值负增长外，其余各市均实现正增长。

投资、消费及出口对辽宁省各市经济增长的作用分化较大，各地市经济增长的

主要动力差别较大。沈阳、大连的投资、消费和出口规模在全省均占据绝对优

势。 

从经济规模看，辽宁省区域经济呈现分化格局。作为计划单列市的大连和作

为辽宁省省会城市的沈阳，经济总量在全省处于绝对领先地位，2017 年大连和

沈阳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 7363.9 亿元和 5865.0 亿元，两市地区生产总值合计占

全省总量的 54.6%，超过一半。经济体量处于第二梯队的地区有鞍山、营口、盘

锦和锦州，上述 4 个地级市 2017 年地区生产总值均在千亿元以上，其中鞍山依

托鞍钢集团发展钢铁、冶金装备制造及矿产品深加工业，地区生产总值为 1602.1

亿元；其余各市 2017 年地区生产总值在 1000 亿元以下，其中位于内陆辽西北的

阜新地区生产总值仅 421.7 亿元，在全省各市垫底。 

图表 8. 2017 年辽宁省各地级市相关经济指标比较（单位：亿元，%） 

序号 地区 地区生产总值 
地区生产 

总值增速 
固定资产投资 

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 

1 大连 7363.9 7.1 1652.8  3722.5 

2 沈阳 5865.0 3.5 1484.0  3989.8 

3 鞍山 1602.1 3.5 369.5  9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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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区 地区生产总值 
地区生产 

总值增速 
固定资产投资 

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 

4 营口 1288.3 5.0 459.9  530.5 

5 盘锦 1154.0 6.0 603.9  393.3 

6 锦州 1128.8 6.2 357.8  634.6 

7 抚顺 954.5 2.2 192.0  685.7 

8 本溪 810.1 2.5 210.4  372.1 

9 丹东 793.0 2.8 240.6  572.4 

10 朝阳 775.0 4.1 250.8  452.7 

11 辽阳 763.6 4.1 185.5  288.1 

12 葫芦岛 717.9 6.0 223.0  498.0 

13 铁岭 594.5 0.2 104.4  438.0 

14 阜新 421.7 0.5 110.1  289.5 

数据来源：辽宁省 14 个地级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及其他公开资料，新世纪评级整理 

图表 9. 2016-2017年辽宁省下辖各市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速7 

 

数据来源：根据辽宁省各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政府工作报告、公开资料等整理、绘制 

从经济增速看，受 2016 年经济“挤水分”基数降低、2017 年主要工业产品

价格回升等因素影响，2017 年辽宁省下辖各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均为正增长，

其中大连增速最高，同比增长 7.1%，东北地区龙头地位稳固；其余高于全省平

均水平（4.2%）的还有锦州、盘锦、葫芦岛和营口，增速在 5.0%-6.2%之间，其

余各市增速较小，其中经济总量位于倒数两位的阜新和铁岭增速分别仅为 0.5%

和 0.2%。从经济增速变动看，近三年大连市和葫芦岛市经济增速均为正且呈加

快趋势，其余各市增速变动主要因 2016 年经济“挤水分”大幅下滑及 2017 年主要

工业产品价格回升等因素影响波动较大。具体来看，2017 年除大连经济平稳增

长，增速增幅仅为 0.6 个百分点外，其余各市经济增速增幅均在 4.5 个百分点以

上，其中主要产业为钢铁、冶金、石化为主的鞍山、锦州、阜新、营口、本溪、

朝阳和盘锦增速较 2016 年大幅增长 10 个百分点以上；抚顺、沈阳和辽阳增速增

                                                             
7  大连市地区生产总值 2016 年数据为经国家统计局最终核实的回归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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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也在8.0个百分点以上；增幅较小的丹东、葫芦岛和铁岭也有4.5-5.0个百分点。  

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看，大连和沈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 10.54 万元和

7.07 万元，对全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拉动作用显著。此外，盘锦依托丰富的自然

资源，形成以油气开采、石化工业为主的产业体系，虽然地区生产总值规模不大，

但由于人口基数小，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亦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017 年为 8.03 万

元，远高于全省 5.47 万元的平均水平。铁岭、阜新、葫芦岛和朝阳人均地区生

产总值则分别以 2.25 万元、2.38 万元、2.59 万元和 2.63 万元，远低于全省水平，

处于全省各市倒数后四位。 

图表 10. 2017 年辽宁省下辖各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全国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比 

 

数据来源：根据辽宁省各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政府工作报告等公开资料整理、绘制 

从三大需求看，2017 年辽宁省各地市固定资产投资、消费和出口呈现较大

分化，增减不一，各地市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差别较大。大连和沈阳的投资、

消费和出口规模仍在全省均占据绝对优势。 

固定资产投资方面，2017 年辽宁省各地市投资规模及增速均呈较大分化，

大连和沈阳分别为 1652.8 亿元和 1484.0 亿元，合计占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的

48.67%；其余各市除盘锦为 603.9 亿元外，均未超过 600 亿元，处于末两位的铁

岭和阜新分别为 104.4 亿元和 110.1 亿元。从增速看，葫芦岛、阜新和抚顺固定

资产投资增幅均在 20%以上，对当地经济增长贡献较大；大连和营口投资增速分

别为 15.1%和 12.1%，增速亦较快；但有 7 个市投资负增长，其中鞍山、铁岭、

丹东和本溪分别为-22.0%、-14.6%、-14.1%和-10.4%，成为拖累当地经济增长的

重要因素。 

在房地产方面，在 20152016 年在辽宁省各地市房地产开发投资持续下滑后，

2017 年大部分地市扭转了负增长的局面。沈阳和大连房地产投资额规模较大，

2017 年分别为 814.2 亿元和 566.6 亿元，分列全省的前两位，两市合计占全省房

地产开发投资总额的 60.31%；鞍山、营口和锦州分别完成房地产投资 156.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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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3 亿元和 101.5 亿元，占全省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的比重分别为 6.84%、5.43%

和 4.43%；其余地级市房地产开发投资额规模总体较小，均在 100 亿元以下，其

中铁岭、本溪和阜新规模最小，分别为 46.0 亿元、40.3 亿元和 23.5 亿元。从增

速看，2017 年辽宁省 14 个地市中有 9 个地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实现正增长。其中，

沈阳、大连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同比增长 14.7%和 5.9%，增幅较 2016 年分别扩大

61.65 个百分点和 46.30 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同比增速居前四位的分别

为本溪、辽阳、营口和朝阳，同比分别增长 42.5%、33.5%、30.0%和 26.84%；

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同比下降的五个市为铁岭、阜新、盘锦、抚顺和锦州，同比分

别下降 20.8%、8.4%、6.8%、3.1%和 2.7%；其余各市 2017 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同

比增长在 4.7%-8.2%。 

图表 11. 2016-2017 年辽宁省各地级市房地产投资额及增速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辽宁省各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政府工作报告等公开资料整理、绘制 

消费方面，2017 年辽宁省各地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呈较大分化。从绝对

规模看，沈阳和大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居省内各地市前两位，分别为 3989.8

亿元和 3722.5 亿元，两市合计占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55.86%，较上年上

升 0.73 个百分点；排名第三的鞍山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938.1 亿元，其余各市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均未超过 700 亿元，其中辽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288.1

亿元，在全省各市排名垫后。从增速看，大连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较快，

增速居全省首位达 9.2%；受城乡消费分别同比下降 10.1%和 9.1%影响，辽阳市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10.0%，降幅最大，鞍山及本溪则分别下降 5.4%

和 1.4%；其余各地市消费增速均未超过 6%，其中沈阳市增速仅为 0.1%，对经

济的拉动作用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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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2. 2017 辽宁省各市投资和消费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辽宁省各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 

进出口方面，2017 年辽宁省各市进出口总额及增速分化程度明显，13 个地

市（除本溪无法获得数据）中 7 个地市实现正增长。从规模看，大连进出口总额

612.0 亿美元位列全省各市第一，显著领先于以 128.5 亿美元排名第二的沈阳；

营口进出口总额为 55.3 亿美元，居全省第三；其他地级市进出口总额均不超过

50 亿美元。增速方面，受上年降幅大、基数较低，以及 2017 年实际利用外资明

显增长带动进口额明显增加影响，葫芦岛进出口总额显著增长 109.9%；鞍山进

出口总额增长 52.9%，增速次之；阜新、锦州、大连、沈阳和营口增速均为正，

其中，规模排名前两位的大连、沈阳同比分别增长 21.7%和 15.9%；其余各市均

下降，除丹东同比下降 2.3%外，其他各市同比下降 20.0%-30.0%。 

图表 13. 2017 年辽宁省各市进出口情况8 

 

数据来源：根据辽宁省各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 

2018 年上半年，辽宁省各地级市经济总量序列总体稳定，变化主要为锦州

市和抚顺市经济总量分别以 544.2 亿元和 495.7 亿元超越盘锦市，规模排名较

                                                             
8  未能获得本溪市 2017 年进出口总额数据，图表中不含本溪市。各地市进出口数据若公报中单位为亿元，

则以 2017 年全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 6.7518 进行换算。大连市进出口数据为自营进出口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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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分别上升 1 位至全省第五和第六。增速方面，锦州市以 6.8%的水平跃居

第一，大连市、沈阳市、抚顺市、营口市和葫芦岛市当期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速

也相对领先，高于 6%；全省唯一下降的是铁岭市，同比下降 0.8%，全省垫底。

此外，盘锦市、丹东市、大连市和本溪市经济增速放缓，2018 年上半年分别为

2.1%、1.7%、6.5%和 2.1%，较 2017 年分别下降 3.9、1.1、0.6 和 0.4 个百分点。 

（二）下辖各市财政实力分析 

1.下辖各市一般公共预算分析 

沈阳、大连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较大，2017 年和 2018 年上半年度，两市

分别均超 650 亿元和 370 亿元；鞍山、营口和盘锦次之，三地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分别超过 100 亿元和 65 亿元，其余地级市收入规模相对较小。同期，受益于

主要工业产品价格上升，辽宁省各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实现增长，增速均在

4%-30%。从收入构成看，辽宁省各市税收占比均超过 60%，收入结构稳定性

尚可，但公共财政自给率偏低，财政收入平衡对上级补助收入的依赖大。 

从规模看，辽宁省各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差异较大，2017 年大连略超

沈阳居首位，两市分别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57.64 亿元和 656.24 亿元，规模

远超其他各市；鞍山、盘锦和营口规模次之，分别为 140.22 亿元、118.86 亿元

和 113.68 亿元；其余各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未超过百亿，其中阜新仅为 38.18

亿元，在全省各市垫底。增速方面，2017 年主要受益于主要工业产品价格上升，

辽宁省下辖各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实现增长。其中，葫芦岛、盘锦、本溪、辽

阳、抚顺和朝阳增速居前六位，增速达两位数，分别为 19.9%、18.3%、16.6%、

14.0%、13.9%和 13.4%，其余各市增速均在 10.0%以下，其中鞍山增速最小，为

5.5%；规模最大的大连和沈阳增速分别为 7.5%和 5.7%，分别较上年上升 2 个百

分点和 3.3 个百分点。 

图表 14. 2017年辽宁省内各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及税收收入情况 

 

数据来源：辽宁省内各市财政决算、预算执行报告等公开资料，新世纪评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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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构成看，2017 年辽宁省各市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的比重均在 60.00%以上，其中，盘锦、沈阳和营口三市税收占比居全省前

三位，分别为 84.40%、81.79%和 81.32%；其次为锦旗、大连、鞍山和辽阳，四

市税收占比在 75.0%-80.0%；本溪税收占比为 64.65%，较上年下降 2.11 个百分

点，在全省各市最低。总体看，辽宁省各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结构稳定性尚可。 

从税收收入增长情况看，2017 年除铁岭略降 0.24 亿元外，辽宁省其余各地

市均实现增加，其中大连和沈阳税收收入增加分列前两位，分别增加 28.67 亿元

和 25.09 亿元；盘锦和鞍山列第三、四位，分别增加 18.12 亿元和 10.68 亿元；

其余各市税收收入增加均不超过 10 亿元，其中丹东市仅增加 0.38 亿元。从增速

看，2017 年盘锦税收收入增速最高，是上年税收收入的 122.04%；铁岭为负增长，

2017 年税收收入是上年税收收入的 99.30%；丹东 2017 年税收收入是上年的

100.77%，较上年略增；其余各市税收收入与上年相比，在 104.00%-113.00%之

间，其中大连和沈阳分别为 105.89%和 104.90%，税收收入平稳增加。 

从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看，辽宁省各市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能力总体处于

较低水平，2017 年 14 个地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实现增长，当年各市一般公共

预算自给率较 2016 年变化不大。2017 年，沈阳和大连的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排

名前两位，分别为 76.75%和 71.50%，较上年分别提高 1.88 个百分点和 1.18 个

百分点；盘锦、辽阳、营口和鞍山四市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排在第二梯队，在

50%以上，其中盘锦较上年提高 9.70 个百分点；其余各市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均

低于 50%，公共财政平衡需依赖上级补助收入得以实现。其中，阜新、朝阳和铁

岭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分别仅为 26.20%、25.92%和 24.69%，在全省各市列倒数

后三位。 

图表 15. 2016-2017 年辽宁省下辖各市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情况 

 

数据来源：辽宁省内各市财政决算、预算执行报告等公开资料，新世纪评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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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继续保持领先优势，营口、辽阳和朝阳分别以 73.10 亿元、47.65 亿元和 40.90

亿元较上年排名上升 1 位、1 位和 2 位至第四、第七和第九，铁岭和阜新分别以

28.0 亿元和 23.3 亿元的收入规模列末两位。同期，辽宁省各地市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均实现增长，朝阳市和盘锦市当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速分别为 29.9%

和 23.2%，增速列前两位，丹东市以 4.3%的水平列增速最小，其余各市增速在

5%20%。 

2.下辖各市政府性基金预算分析 

受国有土地出让收入情况及入库时点差异等影响，2017 年辽宁省下辖各市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涨跌各异，9 个地市实现增长，丹东、抚顺等 5 个地市政府

性基金预算收入延续上年下滑趋势。沈阳和大连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规模仍

高居前两位且有所增长。 

从政府性基金收入规模看，沈阳和大连分别作为辽宁省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

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规模较大，2017 年分别为 212.25 亿元和 199.81 亿元，

居全省各市前两位；其余各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规模较小，均未超过 50 亿元，

其中居全省各市第三的盘锦为 46.54 亿元，而阜新、铁岭和抚顺和分别仅为 8.95

亿元、10.02 亿元和 10.03 亿元，在全省各市中居倒数三位。 

从政府性基金收入增速看，2017 年辽宁省下辖各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涨

跌各异，主要是受国有土地出让收入情况及入库时点差异等影响所致，14 个地

市中 9 个地市实现增长，其余 5 个地市下降，其中盘锦、本溪和大连增幅居全省

各市前三位，2017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分别为上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的

141.24%、139.18%和 122.57%；鞍山、锦州、辽阳、丹东和抚顺延续上年下降趋

势，2017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为 2016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的 60.00%-90.00%；

其余各市小幅增长。 

图表 16. 2017年辽宁省内各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规模及增长情况 

 

数据来源：辽宁省内各市财政决算、预算执行报告等公开资料，新世纪评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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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相对比，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

出地方财力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的依赖程度。2017 年辽宁省各地市政府性基

金预算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相比，比率均小于 50%，地方财力对政府性基金

预算收入的依赖度较小，其中葫芦岛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对地方财力的贡献度最

高，是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49.24%，居全省各市首位；朝阳和盘锦分别为

44.94%和 39.16%，分列全省各市二、三位；抚顺、丹东和辽阳政府性基金预算

对地方财力的贡献度较小，分别是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11.39%、16.26%和

19.35%，居全省倒数三位。 

图表 17. 2016-2017 年辽宁省下辖各市政府性基金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对比 

 

数据来源：根据辽宁省各市财政收支决算表、预算执行情况等公开资料整理 

三、辽宁省及下辖各市债务状况分析 

（一）辽宁省政府债务状况分析 

辽宁省政府债务规模排名居前，债务规模较大，受制于财力规模，目前债

务偿付压力仍较大。随着 2018 年存量债务置换完成，新增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

理，以及辽宁省经济增长企稳回升，财力增强，辽宁省政府债务风险尚可控。 

政府债务方面，2017 年末辽宁省政府债务余额（不含大连市）为 6516.1 亿

元，较上年减少 54.4 亿元，低于 2017 年辽宁省政府债务限额（不含大连市）7256.6

亿元，其中省本级、市本级和县（市、区）级政府债务余额分别为 235.2 亿元、

3264.2 亿元和 3016.7 亿元，分别占比 3.6%、50.1%和 46.3%，政府债务主要集中

于市本级和县级。2017 年末，辽宁省政府债务余额（含大连市）为 8455.20 亿元，

低于当年全省政府债务限额（含大连市）9400.7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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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8. 2017年以来各省市（含计划单列市）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情况（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各省市（含计划单列市）债券信息披露文件、Wind 资讯，新世纪评级整理 

以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相对比，2017 年末辽宁省政

府债务余额（不含大连）是 2017 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不含大连）的 3.76

倍，位列全国 36 个省（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该指标升序排列第 34 位。2017

年，辽宁省（不含大连）一般债务余额与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不含大连）的

比率为 2.79，专项债务（不含大连）余额与当年政府性基金收入（不含大连）的

比率为 3.28，与地方财力相比，当年末辽宁省政府债务余额偏大。 

图表 19. 2017年末各省市政府债务余额与 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对比9 

 
数据来源：各省市（含计划单列市）债券信息披露文件、预决算公开数据，新世纪评级整理 

2017 年辽宁省（不含大连）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1659.7 亿元，全部为置换债

券。截至 2017 年末，辽宁省（不含大连）地方政府债务中政府债券（含财政部

代发、自行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为 5757.3 亿元。根据《关于 2018 年辽宁省政府

债务限额和省本级预算调整方案的说明》，财政部核定辽宁省 2018 年地方政府债

务限额为 9550.7 亿元，较 2017 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150 亿元，其中由辽宁

省政府（省本级及除大连外的 13 个地市）及大连市政府负责举借的新增债务分

                                                             
9图中计划单列市单独列示，相关省份的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已作相应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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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 120 亿元和 30 亿元。 

2018 年前三季度，辽宁省（不含大连）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850.56 亿元，其

中新增债券 79.1 亿元、置换债券 523.8 亿元、再融资债券 247.7 亿元，9 月末辽

宁省（不含大连）地方政府债券（含财政部代发、自行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余额

为 6451.1 亿元，尚可发 40.9 亿元新增债券。 

2018 年辽宁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严格落实化解政府债务三年行动工作

方案，着力防范化解债务风险，将在三年之内，化解政府性债务 3000 亿元以上。

随着 2018 年辽宁省经济企稳回升，全省存量债务置换的完成，新增债券将成为

地方政府债务的主要增量，且新增债务严格遵循限额管理原则，加之项目收益与

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深化推行，相关项目收益可为偿债资金提供

保障。从年度偿债情况来看，辽宁省政府债务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和 2021

年及以后年度到期规模分别为 620.6亿元、890.2亿元、983.2亿元和 4022.1亿元，

分别占比 9.5%、13.7%、15.1%和 61.7%。整体看，辽宁省政府债务风险尚可控。 

（二）下辖各市债务状况分析 

从政府债务偿付压力看，2017 年末辽宁省内各市政府债务规模偏大，当年

末政府债务余额与 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相比，比率均大于 250%；债务规

模排名前两位的大连和沈阳市该比率分别为 295%和 258%，在省内各市中最低。 

从政府债务规模看，2017 年末辽宁省内各市债务规模与 2016 年变化不大，

其中大连和沈阳政府债务规模大，分别为 1939.1 亿元和 1693.7 亿元，排名省内

各市前两位，与其在省内的经济财政实力较强相对应；营口、鞍山和盘锦政府债

务规模较大，分别为 810.1 亿元、723.8 亿元和 615.9 亿元，排名省内三至五位；

阜新和朝阳政府债务规模最小，分别为 142.6 亿元和 176.7 亿元，排名省内倒数

两位；除上述地区外，其余各市政府债务规模均处于 200 亿元至 400 亿元之间。 

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相比，2017 年末辽宁省内各市政府债务规模偏大，

当年末政府债务余额与 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相比，比率均大于 250%，其中

营口、盘锦、鞍山、铁岭、葫芦岛、抚顺和本溪排名靠前，比率均大于 400%；

债务规模排名前两位的大连和沈阳市该比率分别为 295%和 258%，在省内各市

中该比率最低。从各市政府债务变动情况来看，2017 年末朝阳、辽阳和本溪 3

市政府债务较 2016 年末增加，分别增加 18.23 亿元、4.76 亿元和 2.30 亿元，其

他 11 个市政府债务均减少，减幅均在 4%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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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 辽宁省内各市政府债务规模及偿付压力情况 

   

数据来源：辽宁省内各市财政决算、预算执行报告及 Wind 资讯等公开资料，新世纪评级整理 

受经济下行、信用环境较差等因素影响，2017 年以来辽宁省城投债发行规

模小，省内各地市城投企业包括债券在内的带息债务情况分化明显，其中铁岭

的平台带息债务负担最重，大连、锦州和阜新的平台带息债务负担相对较重。 

受近年来地区经济下行、信用环境趋于恶化等因素影响，2017 年以来辽宁

省城投债发行规模小，2017 年及 2018 年前三季度全省城投债发行额分别仅为

118.20 亿元和 38.70 亿元，在全国各省市发行规模降序排列中分别列第 26 位和

第 28 位，2017 年仅高于海南、西藏、宁夏、青海和甘肃。 

图表 21. 全国各省市城投债发行及余额情况 

 

数据来源：Wind 及公开资料，新世纪评级整理 

从辽宁省存续期城投债券情况来看，截至 2018 年 9 月末，辽宁省平台（含

省级）债券余额合计 1023.8 亿元，在全国 31 个省市规模降序排名中排第 21 位，

较 2017 年 9 月末排名后退 4 位。从各地市看，大连市城投平台债券存量最高，

为 436.7 亿元，合计占全省城投平台（含省级）债券余额 1018.8 亿元10的 42.86%；

                                                             
10  2017 年末沈阳城市公用集团有限公司有息债务数据未获得，为统一报告数据的一致性，报告以下部分剔

除当年末该公司带息债务及 2018 年 9 月末存量债券余额 5 亿元，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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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市、营口市和沈阳市存量城投债规模也相对较大，2018 年 9 月末分别为 118.0

亿元、106.9亿元和100.6亿元，合计占全省城投平台（含省级）债券余额的31.95%；

其余地级市存量城投债占比在 10%以下，其中辽阳市无存续城投债，丹东市和阜

新市存量城投债余额小，同期末仅为 5.0 亿元和 6.4 亿元。 

以存续期内城投债余额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相对比，辽宁省内大部分地

区城投债偿付压力尚可，2018 年 9 月末辽宁省内各市城投企业存量债券余额大

于其 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仅为锦州市，该比率为 129%，锦州市城投债偿付

压力相对较大；其余各市该比率均小于 100%，其中营口市、铁岭市、大连市、

本溪市和盘锦市该比率在 50%-100%，丹东市城投企业存量债券偿付压力轻，该

比率仅为 7%，其余各地市在 10%-35%。 

图表 22. 辽宁省各地级市存续期内城投债余额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对比情况 

     

数据来源：Wind 及公开资料，新世纪评级整理 

从辽宁省城投平台带息债务情况来看，2018 年 9 月末城投债存续企业 2017

年末带息债务合计 3280.5 亿元，在全国 31 个省市规模降序排名中居第 23 位。

辽宁省 2018年 9月末城投债存续企业 2017年末带息债务是当年全省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的 1.37 倍，该指标位列 31 个省市降序排列第 25 位。从各地级市看，2017

年末辽宁省 14 个地市除辽阳市外其他 13 个地市均存续发债城投企业，其中大连

市城投企业带息债务余额显著大于其他地市，城投企业带息债务余额为 1544.2

亿元；其次为沈阳市和铁岭市，两市城投企业带息债务余额分别为 445.5 亿元和

424.8 亿元，其中铁岭市城投企业带息债务主要集中于铁岭公共投资运营集团有

限公司，当年末其带息债务为 400.36 亿元；锦州市和营口市规模也较大，分别

为 203.4 亿元和 157.4 亿元；丹东市和葫芦岛市城投企业带息债务余额排名位于

省内各市最后两位，余额分别为 9.5 亿元和 18.2 亿元；其余各市城投企业带息债

务余额均处于 40 亿元至 100 亿元之间。 

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相比，铁岭市 2018 年 9 月末城投债存续企业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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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带息债务是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864%，铁岭市城投企业带息债务负担重；

大连市、锦州市和阜新市城投企业带息债务负担较重，当年末城投企业带息债务

余额均超过 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190%；丹东市和葫芦岛市城投企业带息

债务负担相对较轻，当年末城投企业带息债务余额分别是 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的 13%和 25%；其余各市当年末城投企业带息债务余额与 2017 年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相比，比率在 50%-150%。 

图表 23. 辽宁省各地级市城投债存续企业带息债务情况 

     

数据来源：Wind 及公开资料，新世纪评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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