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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广西壮族自治区经济财政情况

一、地方经济状况

（一）中长期经济规划情况。

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和实际情况，制

定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按照规划纲要，“十四五”期间，广

西壮族自治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紧紧围绕“建设壮美广西、共圆复兴梦想”总目标， 坚

持全区“一盘棋”，强化开放引领，突出创新驱动，加快绿色发

展，推动产业振兴、乡村振兴、科教振兴。

高水平推进“南向、北联、东融、西合”全方位开放发展，

坚持以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为事关发展全局的牵引工程，以北部

湾国际门户港为海陆交汇门户，以南向为引领，以东融为重点，

以北联和西合为协同，全面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协同西南、

西北、中南地区深化与东盟国家、RCEP 国家和“一带一路”沿

线地区合作，把独特区位优势转化为开放发展优势。

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深入实施工业强桂战略，着力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

抓创新、创品牌、拓市场，培植“工业树”、打造“产业林”，促

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快建设西部制造强区、海洋

强区、现代特色农业强区、生态经济强区、文化旅游强区、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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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强区、数字广西和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

突出创新驱动，聚焦创新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大力推动以

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整合创新资源，培育创新主体，激

发创新活力。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深化农业农村改革，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以新型城镇化引领城乡融合发展，全面提升乡村“形实魂”。

全面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

略，坚定不移走具有广西特色的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人民

群众幸福感高的绿色发展道路，加快建设美丽广西和生态文明强

区。

进入新发展阶段，广西“一湾相挽十一国、良性互动东中西”

的独特区位优势更加凸显，在国家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战略地位

更加凸显。全区将以敢冲善拼的勇气和韧劲，奋力赶超、加速崛

起，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中谱写广西发展新篇章。

《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内容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网站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

（二）广西壮族自治区经济、财政和债务有关数据1。

一、地方经济状况

2019—2021 年经济基本状况

年份

项目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21237.14 22156.69 24740.86

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6.00 3.70 7.50

1注：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局网站、《广西统计年鉴 2021》等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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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产业（亿元） 3389.67 3555.82 4015.51

第二产业（亿元） 7046.43 7108.49 8187.90

第三产业（亿元） 10801.04 11492.38 12537.45

产业结构

第一产业（%） 16 16 16.2

第二产业（%） 33.3 32.1 33.1

第三产业（%） 50.7 51.9 50.7

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 — —

进出口总额（■亿元 □亿美元） 4694.70 4867.97 —

出口额（■亿元 □亿美元） 2597.14 2707.5 —

进口额（■亿元 □亿美元） 2097.56 2160.47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8200.87 7831.01 —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34745 35859 38530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纯收入（元） 13676 14815 16363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年＝100） 103.70 102.80 —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年＝100） 99.30 99.40 —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上年＝100） 99.50 98.50 —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本外币）（亿元） 31646.01 34665.55 36706.23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本外币）（亿元） 30497.39 35196.77 39325.29

二、财政收支状况（亿元）

（一）近三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

年份

项目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自治区

本级
全区

自治区

本级
全区

自治区

本级
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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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81.21 1811.89 349.55 1716.94 352 1760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929.03 5850.96 1104.84 6179.47 926.67 5843.01

地方政府一般债券收入 481.39 481.39 816.73 816.73 301.21 301.21

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还本支出 10.22 159.41 120.67 455.64 85.12 317.89

转移性收入（包含债券收

入）
3797.48 4676.45 4670.75 5372.13 3788.43 4448.92

转移性支出（包含债券支

出）
3249.65 637.38 3915.46 909.6 3213.75 365.91

（二）近三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37.46 1699.29 33.48 1938.97 51.57 2002.2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215.47 1579.24 330.83 2584.81 157.93 1759.21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收入 552 552 1023.35 1023.35 266.64 266.64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还本支出 20 30 37 100 125.39 358.1

（三）近三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22.65 38.87 44.22 89.58 32.96 42.77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14.09 20.07 18.04 29.58 47.24 61.99

三、地方政府债务状况（亿元）

截至 2019 年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6328.42

2019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6866.25

截至 2020 年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7615.12

2020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7946.25

二、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收支状况2

2 财政收支状况数据中， 2019、2020 年数据为决算口径，2021 年数据为预算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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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转移性收入、地方政府债券收入。

2019 年，广西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811.89 亿元，转

移性收入完成 4676.45 亿元。转移性收入中，一般债券收入 481.39

亿元。自治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381.21 亿元。转移性收

入 3797.48 亿元。其中一般债券收入 481.39 亿元。

2020 年，广西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716.94 亿元，转

移性收入完成 5372.13 亿元。转移性收入中，一般债券收入 816.73

亿元。自治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349.55 亿元，转移性收

入完成 4670.75 亿元。其中一般债券收入 816.73 亿元。

2021 年，广西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 1760 亿元，转移

性收入安排 4448.92 亿元。转移性收入中，一般债券收入 301.21

亿元。自治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 352 亿元，转移性收入

安排 3788.43 亿元。其中一般债券收入 301.21 亿元。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转移性支出、地方政府债券还本

支出。

2019 年，广西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5850.96 亿元，一

般债券还本支出完成 159.41 亿元。自治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完成 929.03 亿元，自治区本级转移性支出完成 3249.65 亿元。转

移性支出中，一般债券转贷支出 297.80 亿元,一般债券还本支出

完成 10.22 亿元。

2020 年，广西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6179.47 亿元，一

般债券还本支出完成 455.64 亿元。自治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完成 1104.84 亿元，自治区本级转移性支出完成 3915.46 亿元。

转移性支出中，一般债券转贷支出完成 380.64 亿元,一般债券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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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支出完成 120.67 亿元。

2021 年，广西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5843.01 亿元，一

般债券还本支出安排 317.89 亿元。自治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安排 926.67 亿元，自治区本级转移性支出安排 3213.75 亿元。转

移性支出中，一般债券转贷支出安排 233.09 亿元,一般债券还本

支出安排 85.12 亿元。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

2019 年，广西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1699.29 亿元，

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完成 1566.63 亿元，专项债券收

入 552 亿元。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完成 1579.24 亿元。

自治区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37.46 亿元，其中车辆通行

费收入 6.81 亿元，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 54 万元。专项债券收

入完成 552 亿元。自治区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215.47

亿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

支出 12.04 亿元、车辆通行费收入安排的支出 7.42 亿元。专项债

券转贷支出 382.33 亿元。

2020 年，广西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1938.97 亿元，

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完成 1826.89 亿元，车辆通行费

收入完成 6.43 亿元。专项债券收入完成 1023.35 亿元。全区政府

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2584.81 亿元。自治区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

收入完成 33.48 亿元，其中车辆通行费收入 4.35 亿元。专项债券

收入完成 1023.35 亿元。自治区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330.83 亿元。专项债券转贷支出 736.44 亿元。

2021 年，广西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安排 2002.2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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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安排 1877.60 亿元，车辆通行费

收入安排 16.67 亿元。专项债券收入安排 266.64 亿元。全区政府

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 1759.21 亿元。自治区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

收入安排 51.57 亿元，其中车辆通行费收入 13.73 亿元。专项债

券收入安排 266.64 亿元。自治区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

157.93 亿元。专项债券转贷支出 227.84 亿元。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

2019 年，广西全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38.87 亿元，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完成 20.07 亿元。自治区本级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收入完成 22.65 亿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完成 14.09

亿元。

2020 年，广西全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89.58 亿元，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完成 29.58 亿元。自治区本级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收入完成 44.22 亿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完成 18.04

亿元。

2021 年，广西全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安排 42.77 亿元，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安排 61.99 亿元。自治区本级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收入安排 32.96 亿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安排 47.24

亿元。

三、地方政府债务状况

（一）全区和自治区本级政府债务限额情况。

2019 年全区政府债务限额为 6866.25 亿元。2020 年全区政府

债务限额为 7946.25 亿元。2021 年全区政府债务限额为 9057.2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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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自治区本级政府债务限额为 1823.13 亿元。2020 年自

治区本级政府债务限额为 2299.39 亿元。

（二）全区和自治区本级政府债务余额情况。

2019 年全区政府债务余额为 6328.42 亿元，2020 年全区政府

债务余额为 7615.12 亿元。

2019 年自治区本级政府债务余额为 1601 亿元，2020 年自治

区本级政府债务余额为 2170.36 亿元。

（三）全区政府债务风险情况。

广西全区各级政府债务余额严格控制在政府债务限额以内，

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政府债务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低于

国际通行的警戒线。

（四）加强债务管理，防范债务风险的政策措施。

一是注重制度建设。2021 年，自治区财政厅印发《新增政府

专项债券项目尽调管理暂行办法》，对专项债券储备项目遴选形

成制度规范，从源头上严把项目关，压实项目质量，规避政府债

务风险。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绩效管理暂行

办法》，为加强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绩效管理、提高政府专项债

券资金使用效益提供了制度依据，形成政府债务管理制度闭

环。转发财政部《财政部关于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途调整操作指

引的通知》《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关于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投向

领域禁止类项目清单的通知》，规范专项债券使用管理，细化有

关工作流程。

二是注重队伍建设。强化对各级政府性债务管理干部的培

训，组织人员积极参加财政部组织的各类政府债务管理业务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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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及时了解和掌握中央最新政策精神，提高干部的管理意识和

专业素质。近年来持续组织全区性政府债务管理培训班和软件系

统操作培训班，强化市县债务管理干部对相关政策、业务学习和

理解，为债务管理改革奠定良好基础。积极推动各市县财政部门

整合职能，结合机构调整进程，推动组建政府性债务管理专职机

构并加强人员力量配备。

三是注重绩效考核。将政府债务风险控制作为一项重要考核

指标，列入市县经济社会发展绩效考核，与市县党政领导班子和

党政正职政绩考核评价挂钩，从责任上强化市县党政领导班子和

党政正职对政府债务风险的控制。

四是注重风险防控。落实政府债务限额管理政策，在自治区

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政府债务限额的基础上，确定自治区本级及

市县政府债务限额并下达各市县。测算评估各级政府债务风险，

研究并探索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机制与保持经济稳增长的关系。加

强政府性债务统计管理和风险预警与动态监控，对部分债务高风

险地区实行风险预警和提示，加强债务高风险地区监控，严格控

制新增债务和限额。全区各地市均已制定政府性债务应急处置预

案，高风险地区已制定政府债务风险中长期化解方案。

五是注重资金管理。依法接受人大监督。严格按照预算法的

规定要求及时将年度举借新增债务及全区政府债务限额报送自

治区人大审议，并积极落实自治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相关决议，按

要求报送政府债券发行兑付情况，接受询问和监督。配合财政部

广西监管局开展政府置换债券和新增债券资金管理使用专项核

查工作，指导整改存在问题。建立全区政府债券支出进度统计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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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制度，对支出进度较慢的地区进行督促指导，促进债券资金支

出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