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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政府债券
2022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

债券分类 存续额度（亿元） 跟踪评级结果 上次评级结果 评级日期 评级组长 小组成员

2018年一般债券 80.1800 AAA AAA

2022/12/27 赵一朗 李英博

2018年专项债券 18.9721 AAA AAA
2019年一般债券 683.8344 AAA AAA
2019年专项债券 416.3151 AAA AAA
2020年一般债券 846.2449 AAA AAA
2020年专项债券 392.7681 AAA AAA
2021年一般债券 1103.6247 AAA AAA
2021年专项债券 778.8017 AAA AAA

主体概况 评级模型

辽宁省位于我国东北地区南部，是东北地

区唯一既沿海又沿边的省份，也是我国重

要的老工业基地之一。

辽宁省经济总量在东北三省中排名第 1

位，是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力量，

形成了以装备制造、石化、冶金、农产品

加工等为主导的工业产业，以及以交通运

输、金融、房地产和批发零售等为主的服

务业。

辽宁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上级补助收

入是财政收入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政府债

务规模排名全国中上游，债务期限结构较

为合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得分

经济实力
地区生产总值 25% 25.0

人均GDP 5% 3.5

财政实力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0% 30.0

政府性基金收入 15% 15.0

财政自给率 5% 3.5

税收收入占比 5% 3.5

偿债能力 政府负债率 15% 10.5

基础评分输出结果 aaa

调整因素 无

个体信用状况（BCA） aaa

外部支持评价
外部支持能力 G1

外部支持意愿 S1

评级模型结果 AAA

外部支持调整子级 0
注 1：外部支持能力档位分为G1~G19，表示支持能力由强至弱的程度
注 2：外部支持意愿档位分为 S1~S5，表示支持意愿由强至弱的程度
注 3：最终评级结果由信评委参考评级模型输出结果通过投票评定，可能与评级模型输出结果存在差异

评级观点
东方金诚认为，跟踪期内，辽宁省地区经济发展态势良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继续增长，获得上级补助的力度较大，经

济和财政实力很强；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及政府性基金收入等可用财力对债券的保障程度很高。同时，
东方金诚关注到，跟踪期内，辽宁省劳动人口继续外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依然乏力，产业转型升级压力较大。综合分析，
辽宁省人民政府债务偿还能力极强，东方金诚评级的各期存续债券到期不能偿付的风险依然极低。

同业比较
项目 辽宁省 安徽省 陕西省 福建省 黑龙江省 吉林省

GDP总量（亿元） 27584.1 42959.2 29801.0 48810.4 14879.2 13235.5
GDP增速（%） 5.8 8.3 6.5 8.0 6.1 6.6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亿元） 2765.6 3498.2 2775.4 3383.4 1300.5 1144.0
上级补助收入（亿元） 2993.3 3602.3 2924.8 1608.2 - 2505.1
政府性基金收入（亿元） 1185.2 3516.2 2385.4 3342.7 370.3 938.4
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亿元） 7883.0 11576.3 8687.6 10091.5 6534.5 6259.4
注 1：数据年份均为 2021 年，其中上级补助收入包含列入一般公共预算的上级补助及列入政府性基金的上级补助（下文同）

资料来源：各省份统计公报、财政预算决算情况等公开资料，东方金诚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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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指标及依据

辽宁省经济财政指标（亿元、%） 主要数据和指标

项目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24909.5 25115.0 27584.1

经济增长率（%） 5.5 0.6 5.8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 57191 58872 65026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6.7 1.8 4.6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0.5 2.6 2.6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15008.6 8960.9 9783.9

进出口总额（亿元） 7255.1 6544.0 7724.0

辽宁省政府债务情况（亿元）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亿元） 2652.4 2655.5 2765.6

政府性基金收入（亿元） 1241.5 1351.4 1185.2

上级补助收入（亿元） 2611.2 3199.7 2993.3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亿元） 176.9 107.2 138.0

政府债务限额（亿元） 7668.3 8170.4 8710.4

政府债务余额（亿元） 6908.2 7192.7 7883.0
注：经济财政类数据包含大连市，债务类数据不含大连市。
资料来源：辽宁省统计年鉴、统计公报、财政预算决算情况等公开资料，东方金诚整理

优势
 跟踪期内，辽宁省作为东北地区经济转型升级的引擎，以装备制造、石化、冶金、农产品加工等为主导的工业经济稳中

有升，交通运输、金融等服务业平稳发展，地区经济发展态势良好，经济实力很强；

 辽宁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继续增长，获得上级补助的力度较大，财政实力很强；

 辽宁省政府债务未来集中偿付压力不大，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辽宁省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券偿债资金均纳入其一般公共预算及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及政府性基金收

入等可用财力对存量债券的保障程度很高。

关注
 跟踪期内，辽宁省劳动人口继续外流，长期将面临劳动力缺口问题；

 辽宁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依然乏力，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有限；

 辽宁省工业经济仍以传统产业为主且对国有企业依赖较大，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地区经济发展活跃性，产业转型升级压力

较大。

评级展望
预计辽宁省经济和财政收入将保持增长，政府债务处于可控范围，评级展望为稳定。

评级方法及模型

《地方政府信用评级方法及模型（RTFL001202208）》

历史评级信息

债券简称 债项信用等级 评级时间 项目组 评级方法及模型 评级报告
21辽宁债34/21辽宁

34/辽宁 2134
AAA 2021/9/23

高 路
赵一朗 李英博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主体信用评级方法及模型
（RTFL001201907）》

阅读原文

18 辽宁 15/18 辽宁
15/辽宁 1815

AAA 2018/9/5 高 路 马丽雅 地方政府主体及债券信用评级方法 阅读原文

注：以上为不完全列示。

https://www.dfratings.com/index.php?g=portal&m=lists&a=view&aid=2673
https://www.dfratings.com/index.php?g=portal&m=lists&a=view&aid=622
https://www.dfratings.com/index.php?g=portal&m=lists&a=view&aid=622
https://www.dfratings.com/index.php?g=portal&m=pingj&a=view&aid=16883
https://www.dfratings.com/index.php?g=portal&m=lists&a=view&aid=620
http://www.chinamoney.com.cn/chinese/zxpjbg/20180906/1163778.html?cp=pj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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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评级说明

按照相关监管要求及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金诚”）对辽宁省

人民政府存续期内的各期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详见附件一）的跟踪评级安排，东方金诚基于

辽宁省人民政府提供的相关资料以及公开信息，进行本次定期跟踪评级。

主体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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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与吉林省为邻，西南与河北省接壤，西北与内蒙古自治区毗连，是东北地区唯一既

沿海又沿边的省份，也是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之一。辽宁省下辖 14 个行政区，包含沈阳、大

连两个副省级城市，陆地总面积 14.8 万平方公里。截至 2021 年末，辽宁省常住人口为 4229.4

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3079.4 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 72.8%。

2021 年，辽宁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7584.1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8%；人

均地区生产总值 65026 元。同期，辽宁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765.6 亿元，同比增长 4.1%；政

府性基金收入1309.1亿元，同口径下降11.3%1；一般公共预算支出6002.0亿元，同比增长4.5%。

截至 2021 年末，辽宁省政府债务余额（不含大连市，下同）7883.0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余额 5371.6 亿元，专项债务余额 2511.5 亿元。

宏观经济与政策环境

疫情冲击缓和叠加稳增长政策发力显效，2022 年三季度经济增速明显反弹；四季度GDP

同比将进一步向正常增长水平靠拢，国内高通胀风险不大

三季度GDP 同比增速达到 3.9%，较上季度大幅回升 3.5 个百分点，主要源于当季新增病

例明显减少，疫情冲击缓和，加之稳住经济大盘一揽子政策及接续政策持续发力，带动经济转

入较为稳定的回升过程。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来看，三季度疫情缓和背景下，商品

和服务消费拉动力由负转正；稳增长政策发力推动基建投资大幅提速，有效对冲房地产投资下

滑带来的影响，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进一步增强；另外，三季度出口整体保持强势，贸易

顺差创历史新高，净出口对国内经济增长的拉动力继续保持较高水平。

需要指出的是，三季度经济增速与“5.5%左右”的正常增长水平还有一段距离，加之美欧

经济衰退阴影渐浓，外需对国内经济增长的拉动力趋于弱化，为推动经济保持回升向上势头，

提振内需的迫切性增加，特别是当前居民消费偏弱局面亟待改善。展望四季度，在疫情得到稳

定控制的前景下，消费还有较大修复空间，基建投资有望保持两位数高增，房地产投资拖累效

应趋于缓和。综合以上，预计四季度宏观经济有望延续回升势头，GDP 同比增速将升至 4.5%

至 5.0%左右，进一步向常态增长水平靠拢。整体上看，预计全年GDP 同比将在 3.5%左右。

主要受“猪周期”处于价格较快上升阶段影响，三季度CPI 同比增速升至 2.7%，接近年初

设定的“3.0%左右”的控制目标。但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更能体现整体物价水平的核心CPI

同比仅为 0.7%。这意味着当前物价形势整体稳定，背后是居民消费持续偏弱，以及疫情以来货

币政策宽松有度，始终坚持不搞大水漫灌。预计四季度CPI 同比上破 3.0%的可能性不大，核心

1 根据《辽宁省 2021 年财政决算报表及说明》，同口径调整后，辽宁省 2020 年政府性基金收入为 1476.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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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I 仍将处于低位，近期 PPI 同比快速下行也有助于稳定物价大局。未来一段时间通胀形势仍

将是国内外经济基本面的主要差别之一，这是当前国内宏观政策能够坚持“以我为主”的主要

原因。

四季度宏观政策将保持稳增长取向，财政政策还有发力空间，货币政策将更加注重内外平

衡，政策性降息的可能性较小

前三季度基建投资（宽口径）同比增速达到 11.2%，显著高于去年全年 0.4%的增长水平；

10 月加发 5000 多亿元专项债开闸，并将在月内发完。这意味着今年基建稳增长显著发力，四

季度基建投资将继续保持两位数高增。另外，财政政策在促消费和推动楼市回暖方面也有较大

空间。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政策面始终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保持高压态势，主要通过启用

政策性金融工具替代城投平台，推动基建投资提速。货币政策方面，近期受美联储持续快速加

息影响，中美利差倒挂幅度加大，人民币出现脱离美元走势的较快贬值苗头，稳汇率在货币政

策权衡中的比重增加。预计四季度再度实施政策性降息的可能性不大。不过，为推动楼市尽快

回暖，年底前 5年期 LPR 报价大概率会单独下调；监管层将继续引导资金面处于较为充裕水平，

为推动经济进一步回升提供支持性的货币金融环境。

地区经济

地区禀赋

辽宁省具有沿海沿边区位优势，交通条件较为完善，矿产资源种类繁多，工业门类齐全，

是我国工业崛起的摇篮；跟踪期内，辽宁省劳动人口继续外流，长期将面临劳动力缺口问题

辽宁省是东北地区唯一既沿海又沿边的省份，是东北地区连接其他省份的门户。同时，辽

宁省对接环渤海经济圈、融入东北亚经济圈、且为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节点，地理位置优越，

是东北地区新一轮振兴发展的桥头堡。

图表 1 辽宁省区位图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东方金诚整理

辽宁省已建成较为完善的水陆空立体交通网络。辽宁省铁路密度居全国前列，拥有京哈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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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哈大高速铁路、京沈高速铁路等多条铁路干线，其中京哈铁路是东北三省连接首都北京的

重要交通干线，也是中国与俄罗斯联运旅客列车的重要通道之一。辽宁省内高速公路呈以沈阳

市为中心枢纽向四周辐射状，2021 年末通车里程达 4348 公里。辽宁省港口资源丰富，海岸线

长达 2292 公里，沿线拥有大连港、营口港、丹东港等多个综合性外贸口岸。辽宁省拥有沈阳桃

仙国际机场、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丹东浪头机场和锦州湾国际机场等航空港，2021 年民航货

运量为 8.9 万吨，民航客运量达 0.1 亿人。

辽宁省处于环太平洋成矿北缘，矿产资源种类繁多，储量丰富，地质成矿条件优越，便于

规模开发，综合利用价值大。据统计，辽宁省已发现各类矿产 110 种，保有储量列全国前 10

位的有 24 种，其中菱镁矿、铁矿、硼矿和金刚石的保有资源储量居全国首位，滑石和玉石居全

国第二位，石油居全国第四位。

辽宁省人口基数大，跟踪期内劳动人口外流对经济发展持续带来潜在的不利影响。截至

2021 年末，辽宁省常住人口为 4229.4 万人，较 2020 年减少 26 万人，常住人口继续表现为负

增长。伴随辽宁省作为重要工业基地而形成的人口红利效应的逐步消耗、企业发展动力不足难

以吸附人才等因素的影响，辽宁省长期将面临劳动力缺口问题。

经济总量

跟踪期内，辽宁省经济总量及人均GDP保持在全国中上游水平，2021 年经济增速重回合

理发展区间，经济实力很强

2021 年，辽宁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7584.1 亿元，同比增长 5.8%。辽宁省地区生产总值

在全国 31 个省级行政区中排名第 17 位，在东北三省中排名第 1位，是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最

主要力量。同年，辽宁省实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65026 元，同比增长 6.4%。

图表 2 辽宁省经济总量及增速情况

资料来源：辽宁省统计公报及统计年鉴等公开资料，东方金诚整理

经初步核算，2022 年前三季度，辽宁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0796.6 亿元，同比增长 2.1%。

其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3.0%、-0.1%和 3.4%。

产业结构

跟踪期内，辽宁省三次产业结构由 2020 年的 9.1：37.4：53.5 调整为 2021 年的 8.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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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2021 年，辽宁省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为 2461.8 亿元、10875.2 亿元和 14247.1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5.3%、4.2%和 7.0%。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为辽宁省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

力。

跟踪期内，辽宁省以装备制造、石化、冶金、农产品加工等为主导的工业经济稳中有升；

但工业经济仍以传统产业为主且对国有企业依赖较大，产业转型升级压力较大

2021 年，辽宁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为 4.6%，较上年提高 2.8 个百分点。分行业看，

装备制造业作为辽宁省重点发展的产业之一，支柱地位明显，各细分领域均保持较快发展。2021

年辽宁省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1%，其中，通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专

用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4.1%、8.4%和 2.2%，石化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0.3%，冶

金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0.6%；农产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2%。

从主要产品产量来看，集成电路、金属切削机床、化学纤维、乙烯等产量增速较快。2021

年，辽宁省集成电路产量 10.6 亿块，同比增长 42.8%；金属切削机床产量 3.8 万台，同比增长

33.8%；化学纤维和乙烯产量分别为 23.4 万吨和 440.1 万吨，同比分别增长 24.4%和 23.7%。

此外，辽宁省生铁、粗钢、钢材产量分别为 7024.7 万吨、7502.4 万吨和 7759.1 万吨，同比分

别下降 3.1%、1.4%和 1.7%。从发电量来看，2021 年，辽宁省发电量 2147.0 亿千瓦小时，同

比增长 4.1%。

辽宁省工业经济发展主体以国有企业为主，以重工业立本。在支柱产业和龙头企业的带动

下，2021 年，辽宁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35214.2 亿元，同比增长 17.7%；实现利

润总额 1699.6 亿元，同比增长 30.3%。其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590.1 亿元，同比增

长 2.64 倍。同时，东方金诚关注到，辽宁省传统工业占比依然较大，对国有企业较为依赖，民

营经济发展不充分，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地区经济发展的活跃性，产业转型压力较大。

辽宁省交通运输、金融等服务业平稳发展，是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2021 年，辽宁省完成第三产业增加值 14247.1 亿元，是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沿海

沿边的独特区位条件和丰富的港口资源为辽宁省交通运输、仓储和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2021 年，辽宁省公路、铁路、水运和民航四种运输方式完成货物运输量 17.9 亿吨，货物运输

周转量 4521.0 亿吨公里；全年港口货物吞吐量 7.9 亿吨，港口集装箱吞吐量 1134.9 万标准箱。

辽宁省金融机构种类齐全，金融行业发展平稳。2021 年末，辽宁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

额 69995.5 亿元，比年初增加 2007.3 亿元；各项贷款余额 53134.8 亿元，同比增加 925.5 亿元。

跟踪期内，辽宁省房地产市场有所降温，销售面积及销售额均同比下降。2021 年，辽宁省

商品房销售面积 3433.9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8.3%；年末商品房待售面积 2764.2 万平方米，同

比下降 4.7%；当年完成商品房销售额 3066.4 亿元，同比下降 8.9%。

旅游业方面，截至 2021 年末，辽宁省拥有国家 5A级旅游景区 6个，知名景区包括沈阳故

宫、大连金石滩景区、本溪水洞景区、鞍山市千山景区等。辽宁省积极发展网上消费等新业态，

2021 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1361.1 亿元，同比增长 7.5%。

2022 年前三季度，辽宁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1.5%；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18.7%；货物运输量同比下降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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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消费和进出口

辽宁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依然乏力，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

有限；2021 年，辽宁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进出口总额增速均由负转正

受国内外宏观和东北地区经济环境等因素影响，辽宁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乏力，对地区经

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大幅下滑，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21 年，辽宁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

2.6%，低于全国平均增速 2.3 个百分点。

分产业看，2021 年，辽宁省第一产业投资同比下降 5.6%，第二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5.1%，

第三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1.7%，三次产业投资分别占总投资比重的 2.9%、34.1%和 63.0%。分投

资渠道看，建设项目投资同比增长 6.6%，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 2.6%。2021 年，辽宁省新

开工建设徐大堡核电二期，朝凌高铁开通运营，沈白高铁、阜奈高速全线开工。

从消费来看，跟踪期内，辽宁省消费品市场有所恢复。2021 年，辽宁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为 9783.9 亿元，同比增长 9.2%，增速由负转正。同期，辽宁省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5112

元，同比增长 7.2%，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带动了辽宁省消费需求的增长。

从进出口来看，2021 年，辽宁省进出口总额为 7724.0 亿元，同比增长 17.6%，增速由负

转正。其中，辽宁省出口总额 3312.6 亿元，同比增长 24.9%；进口总额 4411.4 亿元，同比增

长 12.6%。分国家和地区来看，辽宁省对亚洲出口 2010.7 亿元，其中对日本、韩国分别出口

595.5 亿元和 316.2 亿元；对欧洲出口 606.6 亿元，其中对欧盟（27 国）出口 436.5 亿元；对

北美洲出口 370.2 亿元，其中对美国出口 325.5 亿元。近年来，辽宁省积极融入共建“一带一

路”，开放水平的提升为对外贸易发展提供动力。同时，东方金诚关注到，目前国际经贸环境

日益复杂，受中美贸易争端、疫情反复等因素影响，辽宁省对外贸易存在一定挑战。

2022 年前三季度，辽宁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3.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7057.3 亿

元，同比下降 1.5%；进出口总额为 5986.7 亿元，同比增长 3.3%。

经济增长潜力

在东北振兴政策等重大发展战略的引导下，辽宁省高端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将逐步成为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转型升级引擎；同时，辽宁省开启全面振兴发展新局面，加快

发展县域经济，未来经济发展前景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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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

沿海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规划》等发展战略，并提出做好与“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

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三大战略互动衔接的发展新理念。辽宁省作为东北地区经济最发达省份，

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简政放权、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国资改革、做大做强民营经济等方

面，能够较为充分享受到国家政策红利，在支柱产业重大投资、战略平台获批、国家重大工程

建设等方面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区域发展潜力方面，沈阳市和大连市整体经济实力均很强，是带动辽宁省发展的两个重要

增长极。其中，沈阳市工业基础较好，是北方重工、沈阳鼓风机集团等装备制造龙头企业驻地；

大连市外向经济程度较高，软件外包和文化旅游产业较为发达；两地支柱产业的核心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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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并具有持续增长的潜力。规划制定方面，2021 年，辽宁省针对自身发展特点，制定了《辽

宁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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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纲要》”）。

《纲要》明确提出辽宁省将在优化营商环境、创新驱动发展、经济结构调整、区域协调发展、

高水平对外开放、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和服务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展望

2035 年，辽宁省将跻身创新型省份前列，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2022

年 1 月，辽宁省发布《辽宁省推进“一圈一带两区”区域协调发展三年行动方案》，通过建设

沈阳现代化都市圈、辽宁沿海经济带、辽西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先导区和辽东绿色经济区，

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沿海与腹地良性互动及区域发展协调性。

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辽宁沿海经济带等重大发展战略的引导下，辽宁省高端装备制造

业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将逐步成为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转型升级引擎；同时，辽宁省开启全

面振兴发展新局面，加快发展县域经济，未来经济发展前景良好。

政府治理

围绕老工业基地新一轮全面振兴的总规划，辽宁省制定出一系列合理可行且有效的促进经

济发展的政策，重大战略规划执行情况较好。2021 年 1月，辽宁省发布《对接国家重大区域发

展战略的实施意见》，以沈阳与北京对口合作、大连与上海对口合作、辽西融入京津冀协同发

展战略先导区、共建产业园区等为切入点，推进辽宁省承接非首都功能的产业转移和沿海经济

带开发开放，推动辽粤港澳产业对接合作，加速推进东北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2021 年 5 月，

辽宁省发布《关于工业与农业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用工业化生产运营模式、产业链思维和

技术装备成果，重点提升农业机械化、数字化和智能化，促进农产品加工精深化，引导加工产

能向农产品主产区、优势区和物流区集聚。2022 年 3月，辽宁省发布《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

模式的实施意见》，推广使用外贸智慧型管理工具，提升外贸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进一步完

善适应跨境电商发展的通关、税收、结汇政策。

辽宁省政府信息公开规范，政府信息透明度较高，政府债务管理较为规范

从政府信息透明度来看，辽宁省政府信息披露水平总体较好，能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规定，较为及时地披露相关政务信息。

在政府信息公开形式方面，2021 年，辽宁省各级行政机关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及政务

新媒体等多种载体面向社会公开各类政府信息 199.9 万条，共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出

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7252 件。目前，辽宁省政府工作报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财

政预算执行情况等相关信息均已在辽宁省政府公开网站上公开披露，政府信息披露及时充分，

政府透明度、财政透明度均较高。

债务管理方面，2021 年以来，辽宁省持续推进城商行和农信机构改革、华晨集团司法重整，

组建省金控集团、辽沈银行，稳妥化解政府存量债务，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辽宁省按照“稳

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方针，从严压实地方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

企业主体责任，坚决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底线，加强财政资金监管，落实好中央财政

资金直达机制，加大省级财政对县以下支持，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保障基层正常运转。

总体来看，辽宁省政府信息公开规范，政府信息透明度较高，政府债务管理较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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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状况

财政收入

跟踪期内，辽宁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保持增长，获得上级补助的力度较大，对区域财力贡

献很大，财政实力很强

跟踪期内，辽宁省政府性基金收入及上级补助收入下降导致财政收入略有下滑。2021 年，

辽宁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2765.6 亿元，同比增长 4.1%，增速较上年提高 4.0 个百分点。

图表 3 辽宁省财政收入构成情况（单位：亿元）

项目 2019年 2020 年 2021 年
1地方财政收入 3893.9 4007.2 3950.8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652.4 2655.8 2765.6
其中：税收收入 1929.5 1879.1 1970.9

非税收入 722.9 776.7 794.7
政府性基金收入 1241.5 1351.4 1185.2

2 上级补助收入 2611.2 3199.7 2993.3
列入一般公共预算的上级补助收入 2588.9 3035.3 2975.9
列入政府性基金的上级补助收入 22.3 164.4 17.4

财政收入（1+2） 6505.1 7206.9 6944.1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176.9 107.2 138.0
地方政府债券收入（不含大连） 201.1 318.5 433.0
其中：一般债券收入 114.1 96.5 76.0

专项债券收入 87.0 222.0 357.0
资料来源：辽宁省财政厅、辽宁省财政收支决算表等公开资料，东方金诚整理

辽宁省税收收入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占比较高，2021 年，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的比重为 71.3%，较上年基本持平。从税收构成来看，辽宁省主要税种包括增值税、企业所

得税涉房涉地税等（详见下表），主体税种在辽宁省税收收入中的占比为 86.3%。

图表 4 辽宁省税收构成情况（单位：亿元、%）

项目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税收收入 1929.52 100.00 1879.06 100.00 1970.87 100.00
主体税种收入 1689.72 87.57 1637.65 87.15 1700.49 86.28
增值税 783.34 40.60 726.94 38.69 738.17 37.45
企业所得税 330.18 17.11 328.72 17.49 355.05 18.01
个人所得税 65.52 3.40 64.39 3.43 72.15 3.66
土地增值税 90.11 4.67 92.14 4.90 91.35 4.64
契税 153.6 7.96 163.64 8.71 161.37 8.19
城市维护建设税 134.11 6.95 126.16 6.71 137.34 6.97
城镇土地使用税 132.86 6.89 135.66 7.22 145.06 7.36
资料来源：辽宁省财政收支决算表，东方金诚整理

跟踪期内，辽宁省政府性基金收入有所下降，主要系土地出让规模减少等因素影响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同比减少 13.2%所致。同期，中央对辽宁省转移支付力度较高，很大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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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补了因经济下行而出现的财政自给压力。此外，2021 年辽宁省政府债券收入（不含大连）为

433.0 亿元，对区域财力形成一定的补充。

2022 年前三季度，辽宁省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978.3 亿元，同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同

口径增长 1.6%，自然口径同比下降 8.5%；政府性基金收入 341.2 亿元，同比下降 62.6%，主

要是受土地出让收入减少等因素影响。

财政支出

跟踪期内，辽宁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同口径保持增长，财政自给程度处于中上游水平

2021 年，辽宁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 5879.2 亿元，同口径增长 5.6%，其中刚性支出2占

比为 54.53%；辽宁省政府性基金支出为 1613.7 亿元，同口径下降 11.3%。同期，辽宁省地方

财政自给率3为 47.04%，同比增长 2.88 个百分点；辽宁省财政自给率全国排名第 12，处于中上

游水平。

图表 5 辽宁省财政支出情况（单位：亿元）

项目 2019年 2020 年 2021 年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5745.1 6014.2 5879.2
其中：一般公共服务 451.1 452.3 453.78

教育 702.4 741.2 703.64
社会保障和就业 1441.3 1658.6 1649.6
卫生健康 364.5 413.5 399.2

政府性基金支出 1119.0 1618.2 1309.1
国有资本经营支出 106.4 39.6 59.6
地方政府债券支出 743.0 933.2 1179.8
其中：一般债券支出 507.1 756.9 880.8

专项债券支出 235.9 176.3 299.0
资料来源：辽宁省财政厅、辽宁省财政收支决算表等公开资料，东方金诚整理

2022 年前三季度，辽宁省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565.5 亿元，同比增长 8.7%；政府性基

金支出 963.2 亿元，同比增长 17.4%。

政府债务及偿债能力

辽宁省政府债务规模处于全国上游，但债务期限结构较为合理，未来债务集中偿付压力不

大，总体债务风险可控

截至 2021 年末，辽宁省政府债务限额（不含大连市，下同）为 8710.4 亿元，政府债务余

额 7883.0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 5371.6 亿元，专项债务余额 2511.5 亿元。辽宁省债务规模

处于全国中上游水平，排名第 13 位。

从管理层级看，2021 年末辽宁省省本级、市本级和县（市、区）级政府债务余额分别为

546.6 亿元、3442.7 亿元和 3893.7 亿元，分别占比 6.9%、43.7%和 49.4%，主要集中于市本级

和县（市、区）级。

2 刚性支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教育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医疗卫生支出。
3 地方财政自给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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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债权类型看，2021 年末辽宁省政府债务中政府债券余额 7803.5 亿元，占比 99.0%；银

行贷款 0.6 亿元；供应商应付款 18.4 亿元，占比 0.2%；主权外债及其他债务 60.5 亿元，占比

0.8%。

从债务到期时间看，截至 2021 年末，辽宁省 1～3（含）年到期、3～5（含）年到期和 5

年以上到期债务规模分别为 3185.7 亿元 1340.6 亿元和 3277.2 亿元，分别占比 40.8%、17.2%

和 42.0%，政府性债务未来债务集中偿付压力较小。

从债务资金投向看，辽宁省大部分政府债务用于公益类项目建设，重点支持市政、交通、

保障性住房、土地整理和储备、生态环境、农林水利设施建设，同时形成了大量的优质资产和

资源，部分项目有比较稳定的收入作为偿债来源。结构上看，债务资金投向于基础性、公益性

项目共 6743.3 亿元，占比为 85.5%。

从偿债资金来看，辽宁省政府可用于偿还政府性债务的资金主要来自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和政府性基金收入，偿债资金来源稳定。2021 年，辽宁省财政收入对政府债务的覆盖倍数为

0.88 倍，覆盖倍数有所下降。同时，辽宁省政府可以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再融资债券进行存量债

务的置换，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债务的到期偿付压力。

综合来看，东方金诚认为辽宁省政府偿债能力极强，总体债务风险可控。

债券偿还能力

东方金诚评级的辽宁省政府存续期内的各期一般债券均纳入辽宁省一般公共预算管理，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对一般债券偿还保障程度很高

东方金诚评级的辽宁省政府存续一般债券（详见附件一）均纳入辽宁省一般公共预算管理，

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作为主要偿债来源。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东方金诚评级的 2018 年～2021 年辽宁省存续一般债券余额分别为

80.1800 亿元、683.8344 亿元、846.2449 亿元和 1103.6247 亿元，同期辽宁省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分别为 2616.1 亿元、2652.4 亿元、2655.8 亿元和 2765.6 亿元，当期收入对一般债券余额

的覆盖倍数分别为 32.63 倍、3.88 倍、3.14 倍和 2.51 倍。同时，考虑到上述存续债券偿还期

限结构较为合理，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未来平稳增长的预期下，东方金诚认为辽宁省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对一般债券偿还保障程度很高。

东方金诚评级的辽宁省政府存续期内的各期专项债券纳入辽宁省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政

府性基金收入对专项债券的保障程度很高

东方金诚评级的辽宁省政府存续专项债券（详见附件一）均纳入辽宁省政府性基金预算管

理，以政府性基金收入作为主要偿债来源。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东方金诚评级的 2018 年～2021 年辽宁省存续期内的专项债券余额分

别为 18.9721 亿元、416.3151 亿元、392.7681 和 778.8017 亿元，同期辽宁省政府性基金收入

分别为 934.1 亿元、1241.5 亿元、1351.4 亿元和 1185.2 亿元，当期收入对专项债券余额的覆

盖倍数分别为 49.24 倍、2.98 倍、3.44 倍和 1.52 倍。整体来看，辽宁省政府性基金收入规模

较大，同时考虑到上述存续债券偿还期限结构较为合理，东方金诚认为辽宁省政府性基金收入

对专项债券偿还保障程度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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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东方金诚认为，跟踪期内，辽宁省作为东北地区经济转型升级的引擎，以装备制造、石化、

冶金、农产品加工等为主导的工业经济稳中有升，交通运输、金融等服务业平稳发展，地区经

济发展态势良好，经济实力很强；辽宁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继续增长，获得上级补助的力度较

大，财政实力很强；辽宁省政府债务未来集中偿付压力不大，债务风险总体可控；辽宁省发行

的地方政府债券偿债资金均纳入其一般公共预算及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及

政府性基金收入等可用财力对存量债券的保障程度很高。

同时，东方金诚也关注到，跟踪期内，辽宁省劳动人口继续外流，长期将面临劳动力缺口

问题；辽宁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依然乏力，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程

度有限；辽宁省工业经济仍以传统产业为主且对国有企业依赖较大，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地区经

济发展活跃性，产业转型升级压力较大。

综合分析，辽宁省人民政府偿还债务的能力极强，东方金诚评级的各期存续债券（详见附

件一）到期不能偿付的风险依然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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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截至 2021 年末东方金诚评级的辽宁省政府存续债券情况

发行年份 债券简称
发行规模
（亿元）

票面利率
（%）

起息日 到期日 类型

2018 18辽宁 16 8.23 4.05 2018-09-14 2028-09-14 专项债券

2018 18辽宁 18 49.90 4.00 2018-10-17 2028-10-17 一般债券

2018 18辽宁 19 2.00 3.82 2018-10-17 2023-10-17 专项债券

2018 18辽宁 20 3.70 3.82 2018-10-17 2023-10-17 专项债券

2018 18辽宁 21 0.30 3.82 2018-10-17 2023-10-17 专项债券

2018 18辽宁 22 3.00 4.00 2018-10-17 2028-10-17 专项债券

2018 18辽宁 23 1.74 4.00 2018-10-17 2028-10-17 专项债券

2018 18辽宁 24 30.28 3.79 2018-11-30 2028-11-30 一般债券

2019 19辽宁 01 249.79 3.36 2019-02-25 2029-02-25 一般债券

2019 19辽宁 02 9.00 3.16 2019-02-25 2024-02-25 专项债券

2019 19 辽宁债 03 68.92 3.44 2019-03-29 2029-03-29 一般债券

2019 19 辽宁债 04 96.48 3.44 2019-03-29 2029-03-29 专项债券

2019 19辽宁 05 32.82 4.19 2019-04-26 2039-04-26 一般债券

2019 19辽宁 06 60.99 4.24 2019-04-26 2039-04-26 专项债券

2019 19辽宁 07 137.91 4.28 2019-05-29 2049-05-29 一般债券

2019 19辽宁 08 30.00 4.15 2019-06-25 2049-06-25 一般债券

2019 19辽宁 09 1.26 3.68 2019-06-25 2029-06-25 专项债券

2019 19 辽宁债 10 42.16 4.05 2019-07-12 2049-07-12 一般债券

2019 19辽宁 11 1.09 3.26 2019-07-24 2024-07-24 专项债券

2019 19辽宁 12 29.38 3.41 2019-07-24 2029-07-24 专项债券

2019 19辽宁 13 43.53 3.75 2019-07-24 2034-07-24 专项债券

2019 19辽宁 14 2.74 3.41 2019-07-24 2029-07-24 专项债券

2019 19 辽宁债 15 49.23 3.33 2019-08-09 2029-08-09 一般债券

2019 19 辽宁债 16 77.48 3.70 2019-08-09 2039-08-09 专项债券

2019 19辽宁 17 73.02 3.28 2019-08-23 2029-08-23 一般债券

2019 19辽宁 18 94.37 3.61 2019-08-23 2039-08-23 专项债券

2020 20辽宁 01 5.50 3.69 2020-01-15 2040-01-15 专项债券

2020 20辽宁 02 10.00 3.69 2020-01-15 2040-01-15 专项债券

2020 20辽宁 03 9.36 3.36 2020-01-15 2030-01-15 专项债券

2020 20辽宁 04 15.37 3.65 2020-01-15 2035-01-15 专项债券

2020 20辽宁 05 6.72 3.69 2020-01-15 2040-01-15 专项债券

2020 20辽宁 06 7.50 3.36 2020-01-15 2030-01-15 专项债券

2020 20辽宁 07 7.55 3.65 2020-01-15 2035-01-15 专项债券

2020 20 辽宁债 08 56.00 3.32 2020-03-17 2040-03-17 一般债券

2020 20 辽宁债 09 41.61 3.42 2020-03-24 2040-03-24 一般债券

2020 20 辽宁债 10 58.76 3.27 2020-04-13 2040-04-13 专项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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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截至 2021 年末东方金诚评级的辽宁省政府存续债券情况（续）

发行年份 债券简称
发行规模
（亿元）

票面利率
（%）

起息日 到期日 类型

2020 20 辽宁债 11 53.00 2.91 2020-05-15 2030-05-15 一般债券

2020 20 辽宁债 12 26.77 3.52 2020-05-15 2040-05-15 专项债券

2020 20 辽宁债 13 20.00 3.76 2020-05-21 2050-05-21 专项债券

2020 20 辽宁债 14 7.15 2.96 2020-05-21 2030-05-21 专项债券

2020 20 辽宁债 15 7.41 2.96 2020-05-21 2030-05-21 专项债券

2020 20 辽宁债 16 14.16 3.46 2020-05-21 2035-05-21 专项债券

2020 20 辽宁债 17 31.28 3.58 2020-05-21 2040-05-21 专项债券

2020 20 辽宁债 18 102.45 3.64 2020-06-17 2040-06-17 一般债券

2020 20 辽宁债 19 87.20 3.59 2020-07-08 2035-07-08 一般债券

2020 20 辽宁债 20 12.71 3.72 2020-07-08 2040-07-08 专项债券

2020 20 辽宁债 21 80.66 3.19 2020-08-05 2030-08-05 一般债券

2020 20 辽宁债 22 40.48 3.21 2020-08-21 2030-08-21 一般债券

2020 20 辽宁债 23 2.00 3.81 2020-08-21 2040-08-21 专项债券

2020 20 辽宁债 24 9.05 3.21 2020-08-21 2030-08-21 专项债券

2020 20 辽宁债 25 4.86 3.69 2020-08-21 2035-08-21 专项债券

2020 20 辽宁债 26 8.82 3.81 2020-08-21 2040-08-21 专项债券

2020 20 辽宁债 27 4.06 3.21 2020-08-21 2030-08-21 专项债券

2020 20 辽宁债 28 51.21 3.69 2020-08-21 2035-08-21 专项债券

2020 20辽宁 29 36.27 3.32 2020-09-09 2025-09-09 一般债券

2020 20辽宁 30 39.42 3.92 2020-09-09 2040-09-09 专项债券

2020 20 辽宁债 31 77.00 3.39 2020-10-22 2025-10-22 一般债券

2020 20 辽宁债 32 55.00 3.37 2020-11-20 2025-11-20 一般债券

2020 20 辽宁债 33 33.10 3.53 2020-11-20 2030-11-20 专项债券

2020 20 辽宁债 34 216.59 3.29 2020-12-04 2023-12-04 一般债券

2021 21 辽宁债 01 92.00 3.19 2021-01-20 2026-01-20 一般债券

2021 21 辽宁债 02 101.00 3.53 2021-01-20 2031-01-20 专项债券

2021 21辽宁 03 60.00 3.31 2021-03-24 2026-03-24 一般债券

2021 21辽宁 04 272.35 3.18 2021-03-24 2024-03-24 一般债券

2021 21辽宁 05 22.00 3.50 2021-03-24 2031-03-24 专项债券

2021 21辽宁 06 76.73 3.41 2021-04-19 2028-04-19 一般债券

2021 21辽宁 07 74.86 3.79 2021-04-19 2036-04-19 专项债券

2021 21辽宁 08 100.00 3.39 2021-05-20 2031-05-20 专项债券

2021 21辽宁 09 61.00 3.86 2021-05-20 2041-05-20 专项债券

2021 21辽宁 10 30.50 3.33 2021-06-01 2031-06-01 一般债券

2021 21辽宁 11 15.30 3.83 2021-06-01 2051-06-01 专项债券

2021 21辽宁 12 1.00 3.80 2021-06-01 2041-06-01 专项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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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截至 2021 年末东方金诚评级的辽宁省政府存续债券情况（续）

发行年份 债券简称
发行规模
（亿元）

票面利率
（%）

起息日 到期日 类型

2021 21辽宁 13 3.60 3.33 2021-06-01 2031-06-01 专项债券

2021 21辽宁 14 14.50 3.68 2021-06-01 2036-06-01 专项债券

2021 21辽宁 15 19.50 3.80 2021-06-01 2041-06-01 专项债券

2021 21 辽宁债 16 21.30 3.20 2021-07-08 2026-07-08 一般债券

2021 21 辽宁债 17 156.53 3.34 2021-07-08 2028-07-08 一般债券

2021 21 辽宁债 18 76.43 3.70 2021-07-08 2036-07-08 专项债券

2021 21 辽宁债 19 8.10 3.20 2021-07-08 2026-07-08 专项债券

2021 21 辽宁债 20 24.20 2.99 2021-07-29 2026-07-29 一般债券

2021 21 辽宁债 21 15.40 3.74 2021-07-29 2051-07-29 专项债券

2021 21 辽宁债 22 8.00 3.59 2021-07-29 2041-07-29 专项债券

2021 21 辽宁债 23 6.00 3.74 2021-07-29 2051-07-29 专项债券

2021 21 辽宁债 24 16.20 3.16 2021-07-29 2031-07-29 专项债券

2021 21 辽宁债 25 17.70 3.53 2021-07-29 2036-07-29 专项债券

2021 21 辽宁债 26 27.20 3.59 2021-07-29 2041-07-29 专项债券

2021 21 辽宁债 27 3.00 3.16 2021-07-29 2031-07-29 专项债券

2021 21 辽宁债 28 8.10 3.53 2021-07-29 2036-07-29 专项债券

2021 21 辽宁债 29 5.50 3.59 2021-07-29 2041-07-29 专项债券

2021 21 辽宁债 30 104.06 2.78 2021-09-08 2024-09-08 一般债券

2021 21 辽宁债 31 78.40 3.64 2021-09-08 2051-09-08 专项债券

2021 21 辽宁债 32 96.00 3.08 2021-09-08 2031-09-08 专项债券

2021 21 辽宁债 33 216.50 2.98 2021-10-12 2026-10-12 一般债券

2021 21 辽宁债 34 49.46 2.78 2021-10-15 2024-10-15 一般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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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辽宁省主要经济、财政及债务数据

经济指标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24909.5 25115.0 27584.1

经济增长率（%） 5.5 0.6 5.8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 57191 58872 65026

三次产业结构 8.7：38.3：53.0 9.1：37.4：53.5 8.9:39.4:51.6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6.7 1.8 4.6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0.5 2.6 2.6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15008.6 8960.9 9783.9

进出口总额（亿元） 7255.1 6544.0 7724.0

常住人口数量（万人） 4351.7 4259.1 4229.4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39777.0 40376.0 43051.0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16108.0 17450.0 19217.0

财政指标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亿元） 2652.4 2655.8 2765.6

列入一般公共预算的上级补助收入（亿元） 2588.9 3035.3 2975.9

政府性基金收入（亿元） 1241.5 1351.4 1185.2

列入政府性基金的上级补助收入（亿元） 22.3 164.4 17.4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亿元） 176.9 107.2 138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亿元） 5745.1 6014.2 5879.2

债务指标 2019 年末 2020 年末 2021 年末

政府债务限额（亿元） 7668.3 8170.4 8710.4

政府债务余额（亿元） 6908.2 7192.7 7883.0
注：经济财政类数据包含大连市，债务类数据不含大连市。
资料来源：辽宁省财政厅、统计公报、财政决算报告、预算执行情况等公开资料，东方金诚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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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地方政府债券信用等级符号及定义

根据财政部分别于 2015 年 3月、4月发布的《关于做好 2015 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发行工

作的通知》（财库[2015]68 号）、《关于做好 2015 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通知》（财

库〔2015〕85 号），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等级划分为三等九级，符号表示为：AAA、AA、

A、BBB、BB、B、CCC、CC、C。其中，AAA级可用“-”符号进行微调，表示信用等级略

低于本等级；AA级至 B级可用“+”或“-”符号进行微调，表示信用等级略高于或低于本等级。

符号含义如下：

符号 定 义

AAA 偿还债务的能力极强，基本不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违约风险极低

AA 偿还债务的能力很强，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不大，违约风险很低

A 偿还债务能力较强，较易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违约风险较低

BBB 偿还债务能力一般，受不利经济环境影响较大，违约风险一般

BB 偿还债务能力较弱，受不利经济环境影响很大，有较高违约风险

B 偿还债务的能力较大地依赖于良好的经济环境，违约风险很高

CCC 偿还债务的能力极度依赖于良好的经济环境，违约风险极高

CC 在破产或重组时可获得保护较小，基本不能保证偿还债务

C 不能偿还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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