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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及下辖各市盟经济财政实力与债务研究（2018） 

公共融资部  周晓庆 

经济实力：内蒙古自治区依托资源禀赋优势，形成了能源、冶金建材、化工、

装备制造业、农畜产品加工和高新技术等六大特色产业为支撑的工业体系，资源

型产业特色明显。内蒙古自治区作为我国第一产煤大省，受益于煤炭高位持续、

市场回暖，产业运行情况得以改善，但或将对后续产业转型升级形成一定压力。

2017 年受经济数据“挤水分”等因素影响，内蒙古自治区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 1.61 万亿元，降至全国各省市第 22 位，较上年下滑 6 位；增速降至 4.0%，较

上年下降 3.2 个百分点，处于全国各省市倒序排名第 3 位。同年，三次产业比调

整为 10.2:39.8:50.0，第三产业首次超越第二产业。2017 年，全区固定资产投资

总额为 14404.6 亿元，较上年下降 6.9%。2018 年前三季度，内蒙古自治区地区

生产总值为 12309.2 亿元，同比增长 5.1%，经济增速有所回升，但投资降幅进一

步扩大，1-8 月投资增速为-34.8%，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增长。此外，虽 2017

年内蒙古自治区不良贷款逐步处置，当年末全区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较

年初仍增加 87.4 亿元，不良贷款率与年初持平，但仍处于较高水平，全区金融

风险防控局面仍较严峻。 

2017 年，内蒙古自治区各市、盟的经济总量均有不同幅度缩减，但各地分

化格局仍较为明显，“呼包鄂”三市经济规模在全区处于领先地位，其中鄂尔多

斯市在煤炭市场回暖的背景下经济总量仍维持全区第一，2017 年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 3579.81 亿元，但领先优势较以前年度有所缩小；省会城市呼和浩特市产业

转型升级步伐较快，产业结构在区内相对健康，社会消费规模位于全区首位，2018

年上半年经济总量超越包头市位居全省第二；包头市以重工业为主，发展承压。

从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看，内蒙古自治区各地级市、盟 2017 年固定资产投资增

速下滑，且多数出现负增长，2018 年降幅进一步扩大，上半年投资同比降幅均

在两位数；消费增速较为稳定，增速相近，多处于 7%左右；外贸业绩呈现回升

态势，且多数同比增速较 2016 年有不同程度提升，但区域间仍欠平衡。其中“呼

包鄂”地区的投资、消费和贸易规模仍位于第一梯队，2017 年上述三市的投资、

消费和贸易额分别占全区总额的 52.17%、53.56%和 31.42%。 

财政实力：2017 年，受经济增速下滑及地方财政数据“挤水分”影响，内

蒙古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明显缩减，但与此同时收入质量得以夯实，税

收比率有一定提升，2018 年 1-8 月仍延续该趋势；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

继续下滑，地方财政对中央转移支付的依赖度有所提升。2017 年，内蒙古自治

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703.21 亿元，较上年减少 313.22 亿元。同年税收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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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减收 48.97 亿元至 1286.91 亿元，但税收比率较 2016 年增长 9.31 个百分点

至 75.56%，在全国 31 个省市降序排列中位于第 8 位，较上年上升 16 位。2017

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为 37.60%，较上年下滑 7.08 个百分点。同年一般公

共预算补助收入较上年增加 146.94 亿元至 2523.15 亿元，超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额。2017 年房地产市场持续回暖，全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增加，拉动政

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增长 30.14%至 342.77 亿元。2018 年 1-8 月，内蒙古自治区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1250.79 亿元，同比下滑 9.3%，其中税收收入 974.06 亿元，

占比处于 77.88%的较优水平。作为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聚集区，内蒙古自治区

获得中央政府的上级补助收入规模有望持续，并对地方财力形成有力支撑。 

2017 年，内蒙古自治区各市、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存在不同程度的下

滑，且除赤峰市和兴安盟外，降幅均达两位数，但收入质量普遍有所提升。但各

市、盟公共财政收支矛盾越发突出，财政平衡对上级补助收入依赖加大。其中，

2017 年鄂尔多斯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及自给程度保持领先优势，2017 年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356.84 亿元。呼和浩特市超越包头市排名第二，两市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分别为 201.50 亿元和 137.60 亿元。其次为赤峰市、呼伦贝尔市、锡

林郭勒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在 75-105 亿元区间。同时，除乌兰察布市外，各

市、盟的财政收入得以夯实，2017 年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均有

一定提高，处于 70%-90%区间。但各市、盟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能力继续走

低，2017 年除鄂尔多斯市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达到 75.38%的较高水平外，其余

市、盟均在 50%及以下。2018 年上半年，内蒙古自治区各市、盟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普遍下滑。 

2017 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来源主要集中在赤峰市、呼和

浩特市和包头市，2017 年分别为 76.84 亿元、63.20 亿元和 46.54 亿元，2018 年

上半年土地出让金规模分别为 28.60 亿元、49.30 亿元和 39.52 亿元，仍处于较高

水平；其余各市、盟的政府性基金收入规模相对较小。区内大多数市、盟的政府

性基金收入实现增长，但整体规模仍不大，对地区财力的贡献度不高，除赤峰市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率 2017 年达到 76.32%，保持较高

增幅，其余地级市、盟该比率仍在 35%以下。 

债务状况：2017 年内蒙古自治区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继续小幅增长，处于全

国各省市中上游，但与其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对比则处于高水平。截至 2017 年末，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债务余额为 6009.22 亿元，较 2016 年末增长 2.12%，位列全国

36 个省（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该指标降序第 11 位，低于当年全区地方政

府债务限额（6357.50 亿元）348.28 亿元。以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与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规模相对比，2017 年末内蒙古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是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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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3.53 倍，位列全国 36 个省（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该指标降序第 5 位。

考虑到内蒙古自治区新增政府债务空间相对有限，且在挤水分后，财政平衡压力

上升，未来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债务管控压力将有所增大。 

从下辖地级市、盟情况看，2017 年末内蒙古自治区各市、盟政府债务积累

规模较大，债务与财力的比率处于较高水平，同时当年末鄂尔多斯市、通辽市、

锡林郭勒盟、巴彦淖尔市、乌海市和兴安盟的债务余额已大于债务限额，新增债

务受限，需要关注未来新增债券额度以及政府债务规模控制力度。从城投企业看，

内蒙古自治区城投债发行规模较小，从下辖各市、盟看，发行区域主要集中在经

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好的“呼包鄂”等地。随着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推进，前期发行

的纳入政府债务口径的城投债提前兑付，截至 2018 年 9 月末，内蒙古自治区城

投债余额为 494.88 亿元，较 2017 年末减少了 183.98 亿元，也一定程度上减轻了

城投债偿付压力。从城投企业债务负担看，各市、盟平台带息债务情况存在较明

显的分化，通辽市、兴安盟、赤峰市、乌海市和包头市的城投平台带息债务负担

较重，2018 年 9 月末城投债存续企业的 2017 年末带息债务是当地 2017 年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的 1.6 倍以上；其余市盟的该比率均在 1 倍以下。考虑到 2017 年

内蒙古各市盟公共财政平衡压力加大，而内蒙古资源型支柱产业产能过剩、产业

转型升级的外部经济环境也会增大城投企业经营财务风险，城投企业的个体信用

质量将随自身经营状况及财务管理能力差异加剧分化。 

一、内蒙古自治区经济与财政实力分析 

（一）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实力分析 

内蒙古自治区依托资源禀赋优势，形成了能源、冶金建材、化工、装备制

造业、农畜产品加工和高新技术等六大特色产业为支撑的工业体系。内蒙古自

治区作为我国第一产煤大省，受益于煤炭高位持续、市场回暖，产业运行情况

得以改善，但或将对产业转型升级形成一定压力。2017 年受经济数据“挤水分”

等因素影响，内蒙古自治区经济总量明显下滑，在全国各省排名降至中下游；

第三产业首次超越第二产业，对地区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步增强。2018 年前三季

度，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增速有所回升，但投资降幅进一步扩大，一定程度上影

响经济增长。此外，虽 2017 年内蒙古自治区不良贷款逐步处置，但不良贷款率

仍维持在较高水平，全区金融风险防控局面仍较严峻。 

内蒙古自治区位于我国北部边疆，与蒙古国和俄罗斯联邦接壤，东西横跨东

北、华北、西北地区，与八个省区接邻，是中国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内蒙

古自治区全区面积为 118.3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 12.3%，陆域面积在全

国各省份排名第三。由于其狭长和辽阔的地理区划结构，内蒙古自治区内东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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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较大，有“东林西矿、南农北牧”之称，区内资源禀赋优越，尤其是煤炭、稀

土矿产能源资源储量位于全国首位。由此，内蒙古自治区形成了“一煤独大”的经

济格局。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正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经济发展增速逐年下滑，尤

其是 2017 年受经济数据“挤水分”等因素影响，内蒙古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降至 4.0%1，较上年下降 3.2 个百分点，处于全国各省市倒序排名第 3 位。2017

年，内蒙古自治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61 万亿元，经济总量下滑至全国各省市

第 22 位，较上年下滑 6 位；同年地区常住人口为 2528.6 万人，位于全国各省市

第 23 位，在较小的人口基数下，人均生产总值 6.38 万元，位列各省市第 9 位，

但排名较上年下降 3 位。2018 年前三季度，内蒙古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为 12309.2

亿元，同比增长 5.1%，经济增速有所回升。 

图表 1. 2008-2017 年内蒙古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速情况 

 

资料来源：Wind资讯，新世纪评级整理 

图表 2. 2017 年内蒙古自治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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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自治区处于北部边境地区，人口基数较小，同时近年来受经济形势下

                                                             
1 根据内蒙古统计局 2018 年 1 月出具的公告，依据核实情况和工业增加值核算制度，初步核算 2016 年全

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应核减 2900 亿元；根据内蒙古工业增加值占全区生产总值比重测算，工业数据调整

影响当年全区 GDP 总量 10%左右，相应的 2016 年地区生产总值数据也进行了核减，但未披露具体数据。

本处的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为与 2016 年调整后的地区生产总值数据进行的同比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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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等影响，人口呈现净流出状态，一定程度上会对全区经济发展造成制约。2017

年末，内蒙古自治区常住人口 2528.6 万人，较 2016 年末增加 8.5 万人，但其人

口增长主要依靠自然增长（当年出生人口减去死亡人口为 9.4 万人），实际上全

省人口为净流出。人口流失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内蒙古自治区劳动力资源、消费结

构等，进而对地区经济结构转型及长期可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图表 3. 2017 年内蒙古自治区与全国其他省市人口及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比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新世纪评级整理 

从三次产业结构看，作为资源大省，内蒙古自治区长期以来第二产业居于主

导地位，但近年来在供给侧改革及产业结构调整的背景下，工业发展放缓，第三

产业对内蒙古自治区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步增强，第三产业占比于 2017 年首次超

越第二产业。2017 年，内蒙古自治区实现第一产业增加值 1647.2 亿元，同比增

长 3.7%；第二产业增加值 6408.6 亿元，同比增长 1.5%；第三产业增加值 8047.4

亿元，同比增长 6.1%。同年，三次产业比由上年的 8.8:48.7:42.5 调整为

10.2:39.8:50.0，第三产业同比提高 7.5 个百分点，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74.9%。2018 年前三季度，内蒙古自治区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明显快于第一、二

产业，二产增速也有所回升。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4%；第二产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4.2%，较上年加快 2.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0%。 

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丰富，稀土、煤炭等资源储量位居全国前列。目前，

全区稀土查明资源储量居世界首位，包头白云鄂博矿山是世界上最大的稀土矿山。

内蒙古是世界最大的“露天煤矿”之乡，占有我国五大露天煤矿中的四个，分别为

伊敏、霍林河、元宝山和准格尔露天煤矿。全区煤炭保有资源储量为 4205.25 亿

吨，占全国总量的 25.03%，居全国第二位；全区煤炭累计勘查估算资源总量

9120.32 亿吨，其中查明的资源储量为 4331.57 亿吨，预测的资源量为 4788.75 亿

吨。全区金矿保有资源储量金 815.14 吨，银 86867.90 吨。铜、铅、锌 3 种有色

金属保有资源储量 5831.66 万吨。截至 2017 年末，内蒙古自治区保有资源储量

居全国之首的有 18 种、居全国前 3 位的有 47 种、居全国前 10 位的有 92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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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资源禀赋优势，内蒙古自治区工业结构以能源为主，近年来面临产业结

构失衡、经济周期性波动及供给侧改革等影响因素，受限于此，内蒙古自治区工

业快速增长受到抑制，工业发展速度下行。2017 年全区全部工业增加值为 5109.0

亿元，同比增长 3.6%，较上年回落 3.6 个百分点。目前，内蒙古自治区形成了能

源、冶金建材、化工、装备制造业、农畜产品加工和高新技术等六大特色产业为

支撑的工业体系，其中能源工业仍占比较高，2017 年全区能源工业增加值占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 55.2%。 

就煤炭产业来看，内蒙古自治区在国家产业政策导向、产业基础、资源及生

产成本等方面均具有一定比较优势，近年来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区加快实

施产业升级改造，煤矿规模化水平和产业集中度均处于全国前列，优质产能明显

增加，稳固了其作为全国煤炭重要生产基地的地位，2016 年以来成为全国产煤

第一大省。内蒙古自治区过剩产能化解处于尾声，预计 2018 年末可提前两年完

成退出产能 2250 万吨的“十三五”期间地方煤矿退出任务。目前全区已建成煤

矿能力 10 亿吨/年，其中 120 万吨/年以上的优质产能占 87.7%，1000 万吨及以上

煤矿产能约占 38%，单矿平均规模 238 万吨/年，是全国的 4 倍多；采煤机械化

程度 97%，比全国高 17 个百分点。全区已形成 2 个亿吨级、5 个 5000 万吨级、

8 个千万吨级矿区。在国家推动煤炭生产开发“控制东部、稳定中部、发展西部”

的布局方针下，后续内蒙古尚有 36 处、产能 2.65 亿吨新建优质产能煤矿待投产，

此外还将积极推动优质产能煤矿通过产能置换核增产能，经排查，全区 2018 年

可新增煤炭产能 1.1 亿吨，煤炭供给能力将进一步增强。得益于煤炭市场需求旺

盛，2017 年内蒙古自治区规模以上工业原煤产量为 8.79 亿吨，同比增长 7.6%，

增速较上年提升 15.7 个百分点，产量占到全国的 24.97%。同年，内蒙古煤炭价

格高位波动，动力煤平均坑口价格为 205.42 元/吨，同比上涨 37.91%。2018 年

1-8 月，全区煤炭市场继续向好，当期原煤产量 5.91 亿吨，同比增长 6.5%；销售

煤炭 6.3 亿吨，同比持平。此外，煤制油、煤制天然气产能产量和发电装机容量、

外送电量也均居全国第一。 

在资源优势和现有产业基础上，内蒙古自治区加快推动传统产业结构升级，

延伸产业链条，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区内已有神华、中煤、新奥、玖泰等大型企

业投资现代煤化工项目，化工行业中全区煤化一体化比重已达 90%以上，内蒙古

煤制油、煤制气、煤制甲醇、煤制乙二醇产量均居全国第一。依托电力多边交易、

大用户直供和低电价优势，内蒙古吸引新能源、新材料、大数据等项目落户，2017

年，全区新能源发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 23%，稀土化合物产能、云计算服务器承

载能力均居全国第一，风力发电量增长 18.7%，单晶硅产量同比增长 110.9%。但

目前全区新兴产业规模比重仍偏小，且近年来煤炭市场回暖，煤炭产业复苏或将

对内蒙古自治区产业转型形成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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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前三季度，内蒙古自治区区工业经济运行总体逐步向好，规上工业

增加值增长 6.0%，较上年同期加快 3.4 个百分点。前三季度实现工业稳定增长主

要是能源原材料产品价格持续保持稳定上涨所致，能源、化工、冶金行业增长稳

定向好，装备制造业和建材行业增速放缓，高新技术行业增速加快。其中，能源

工业增长 7.0%，化学工业增长 10.6%，冶金建材工业增长 5.6%，高新技术业同

比增长 15.8%，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60.4%、25.2%、18.0%

和 5.5%；装备制造业和农畜产品加工业分别同比下降 5.8%和 5.7%。 

服务业方面，内蒙古自治区拥有独特的草原旅游资源，近年来旅游业发展较

快，同时交通、金融、快递业等新兴行业快速发展，全区服务业发展势头良好。

2017 年，全区实现旅游总收入 3440.1 亿元，比上年增长 26.7%；其中接待入境

旅游人数 184.8 万人次，实现旅游外汇收入 12.5 亿美元，增长 9.4%；国内旅游

人数 11461.2 万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3358.6 亿元，增长 27.4%。全区交通运

输业取得了新发展，货运量明显提升。煤炭资源的大规模对外运输带动了交通运

输业的快速发展，2017 年，全区货运量 22.7 亿吨，较上年增长 13.5%。金融对

实体经济发展的保障能力不断提高，2017 年，全区金融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1%，

高于 GDP 增速 4.1 个百分点，也高于服务业增速 1.9 个百分点。伴随电子商务加

快发展和消费市场转型升级，快递业发展较快，2017 年快递业务量增长 30.3%。

2018 年前三季度，全区接待国内旅游人数 9502.4 万人次，同比增长 11.9%，实

现国内旅游收入 2892.2 亿元，增长 17.0%；全区快递业务收入和快递业务量分别

增长 29.9%和 39.5%，增速均位居全国前列。 

从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看，投资是拉动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由

于投资占比较大的主要行业投资下降以及投资资金不足等因素影响，工业固定资

产投资继续下行；以及在控制政府债务的需要下，部分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停工或

缓建，内蒙古自治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2017 年呈现负增长态势。2017 年，全区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 14404.6 亿元，较上年下降 6.9%。从三次产业投资看，第一

产业投资 891.1 亿元，增长 15.0%；第二产业投资 5617.6 亿元，下降 13.4%；第

三产业投资 7895.9 亿元，增长 11.6%。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第三产业投资占固

定资产投资总额的 54.82%，高于第二产业投资比重 15.82 个百分点。2018 年以

来，全区投资降幅进一步扩大，1-8 月投资增速为-34.8%。相较投资，内蒙古自

治区的消费维持一定涨幅，逐步成为拉动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2017

年全区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7160.2 亿元，较上年增长 6.9%。按经营单位所

在地分，城镇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6454.6 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90.1%，增长 6.6%；乡村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705.6 亿元，增长 9.5%。2018

年前三季度消费市场保持稳定，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 5208.5 亿元，同

比增长 6.9%，增速与上年持平。对外经济方面，内蒙古自治区进出口商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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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进口以大宗资源性商品为主，出口以机电产品等传统产品为主，得益于煤

炭需求上升，进口量大幅增加；同时机电产品、钢材出口量也有所增大，使得

2017 年进出口规模止跌回升。当年全区进出口总额 942.4 亿元，同比增长 22.8%；

其中进口总额 607.7 亿元，增长 27.0%；出口总额 334.8 亿元，同比增长 15.8%。

2018 年上半年，内蒙古自治区进出口增速有所放缓，当期进出口总值完成 757.0

亿元，同比增长 5.7%，其中出口同比增长 9.8%，进口同比增长 3.5%。 

金融环境方面，受经济增速减缓、煤炭行业产能过剩等因素影响，内蒙古自

治区不良贷款快速暴露，不良贷款率自 2014 年起大幅攀升，虽 2016 年年中后煤

价上升、煤炭企业利润回升以及金融机构清收处置不良贷款后，2017 年全区不

良贷款上迁、收回、处置核销的力度加大，不良贷款增长的压力有所缓解，但“边

清边冒”的问题依然突出，潜在的不良贷款风险仍然存在。2017 年末全区银行业

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较年初增加 87.4 亿元，不良贷款率与年初持平，但仍处

于较高水平，全区信贷风险防控仍较严峻。 

作为我国重要的少数民族自治区、能源化工产业基地、我国北部区域与欧洲

大陆连接的陆域交通要道和“一带一路”的重要门户，内蒙古自治区持续受到国

家政策扶持，利用“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一带一路”等国家

发展战略和自身区位及资源优势，加快优势特色产业转型升级和民生领域建设。

此外，2017 年 4 月，发改委、工信部等五部委联合出台的《关于支持老工业城

市和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确定了以包头、鄂尔多斯等市为首

批产业转型示范区，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同时，

内蒙古自治区大力推进“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促进边疆区位特色转化为开放

优势。各项国家重大战略的深入实施，为内蒙古经济转型、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提

供了发展机遇。 

（二）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实力分析
2 

2017 年，受经济增速下滑及地方财政数据“挤水分”影响，内蒙古自治区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明显缩减，但与此同时收入质量得以夯实，税收比率有

一定提升，2018 年 1-8 月仍延续该趋势；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继续下滑，

地方财政对中央转移支付的依赖度有所提升。2017 年房地产市场持续回暖，全

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增加带动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增长。作为边疆地区

和少数民族聚集区，内蒙古自治区获得中央政府的上级补助收入规模有望持续，

并对地方财力形成有力支撑。 

内蒙古自治区地方综合财力主要来源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及其补助收入，政
                                                             
2  该部分内容中财政数据及增速主要来自自治区 2016 年和 2017 年预算执行、决算报告、决算报表等，如

未能获取，根据公开资料整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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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仅构成一定补充。2017 年在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地方政府财

政数据“挤水分”的因素影响下，内蒙古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有所减少；补

助收入保持增长趋势，对地方财政收入的贡献度进一步提升。2017 年，内蒙古

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703.21 亿元，较上年减少 313.22 亿元。同年，内

蒙古自治区收到的上级补助则有所增加，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下

滑对地区综合财力的影响。同年，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实现小幅增长，但受

区域房地产市场景气度、土地储备及出让情况及房产政策等影响仍处于低位。 

图表 4. 2015-2017 年内蒙古自治区财政收入情况（单位：亿元） 

指标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全区 区本级 全区 区本级 全区 区本级 

财政收入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964.48 335.86 2016.43 300.01 1703.21 487.78

其中：税收收入 1320.75 214.95 1335.88 213.84 1286.91 338.08

一般公共预算补助收入 2135.49 179.19 2376.21 331.21 2523.15 321.59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250.08 51.32 263.38 57.61 342.77 56.22

合计 4350.05 566.37 4656.02 688.83 4569.13 865.59

财政支出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252.96 596.63 4512.71 685.85 4529.93 906.52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435.41 143.9 385.11 114.44 394.11 98.24

合计 4688.37 740.53 4897.82 800.29 4924.04 1004.76

税收收入占比（%） 67.23 64.00 66.25 71.28 75.56 69.31

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 46.19 56.29 44.68 43.74 37.60 53.81

数据来源：内蒙古自治区预算执行报告、收支决算表及其他公开资料，新世纪评级整理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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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2：“‐”为未取得相应数据 

2017 年，受经济增速持续下滑、数据“挤水分”等因素影响，内蒙古自治

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明显缩减，但与此同时收入质量得以夯实，税收比率有一定

幅度提升。2017 年内蒙古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收入规模位于全国 31 个省市

第 21 位，位次较上年持平。同年，全区税收收入同比减收 48.97 亿元至 1286.91

亿元，但税收比率较 2016 年增长 9.31 个百分点至 75.56%，在全国 31 个省市降

序排列中位于第 8 位，较上年上升 16 位。与产业结构相适应，全区税收收入主

要由增值税、资源税、企业所得税、耕地占用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构成，2017

年收入合计占到税收收入的 79.00%，主要税收仍呈现不同幅度增减。其中，受

益于煤炭、有色金属、化工产品量价齐升，工业行业企业效益明显改善，增值税、

资源税和企业所得税分别实现 513.76 亿元、204.03 亿元和 128.82 亿元，增幅分

别为 71.08%、32.90%和 72.68%；耕地占用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出现大幅减收，

同比分别下降 66.10%和 33.47%至 88.81 亿元和 81.19 亿元，主要原因是 2016 年

上述税种税收收入存在虚增空转情况，基数较大。内蒙古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保持增长态势，2017 年为 4529.93 亿元，较上年微幅增长 0.38%，主要支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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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为教育、农林水、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等，上述四项支出合计 2397.19

亿元，占公共财政支出的 52.92%。 

随着地方建设和民生支出的增长，内蒙古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难以覆盖

支出，2017 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为 37.60%，较上年下滑 7.08 个百分点。

但凭借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集聚区的特殊条件，国家对内蒙古自治区财政补助力

度持续较大，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补助收入超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额，当年规

模较上年增加 146.94 亿元至 2523.15 亿元。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网站披露数据，2018 年 1-8 月，内蒙古自治区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为 1250.79 亿元，同比下滑 9.3%，其中税收收入 974.06 亿元，占

比处于 77.88%的较优水平。当期内蒙古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 2838.63 亿元，

同比下滑 7.1%；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为 44.06%，较上年提高 6.46 个百分点。 

图表 5. 2016-2017 年内蒙古自治区与全国其他省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及税收占比情况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新世纪评级整理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主要来源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受

房地产及土地市场景气度等影响存在波动。由于 2017 年房地产市场延续上年回

暖趋势，全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显著增长，拉动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增长

30.14%至 342.77 亿元。同年，内蒙古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为 394.11 亿元，同比

增长 2.34%。 

从内蒙古自治区区本级财力看，区本级财力占全区财力的比重不高，且财力

结构与全区有所不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其主要构成部分，尤其是 2017 年在

产业效益回升的带动下明显增长，收入贡献程度继续提高。2017 年，区本级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实现 487.78 亿元，较上年增加 187.77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自给

率较上年上升 10.07 个百分点至 53.81%。政府性基金收入则年度间出现小幅波动，

但不超过 60 亿元，规模较小，对整体区本级财力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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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下辖各市盟经济与财政实力分析 

内蒙古自治区下辖呼伦贝尔市、通辽市、赤峰市、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鄂

尔多斯市、乌兰察布市、巴彦淖尔市、乌海市 9 个地级市以及阿拉善盟、兴安盟、

锡林郭勒盟 3 个盟。以行政区划为基础，全区可分为蒙东、蒙中和蒙西地区。蒙

东地区包括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通辽市、锡林郭勒盟、赤峰市；蒙中地区包括

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鄂尔多斯市、乌兰察布市；蒙西地区包括巴彦淖尔市、乌

海市、阿拉善盟。近年来，区域经济差异日趋明显，蒙中地区的“呼包鄂”（即

呼和浩特、包头和鄂尔多斯）经济带依托交通干线、黄河沿岸和资源聚集地，经

济发展快速，系全区经济发展的重点区域，区域竞争力强；而蒙东、蒙西地区经

济增长相对滞缓。 

图表 6. 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划图 

 

资料来源：新世纪评级根据公开资料绘制 

图表 7. 2015-2017 年三大区域主要经济指标比较3 

指标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蒙东 蒙中 蒙西 蒙东 蒙中 蒙西 蒙东 蒙中 蒙西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6839.41 11098.50 1819.80 7071.49 12397.97 1829.95 4233.20 9773.51 740.10

固定资产投资额（亿元） 4655.22 6938.70  1411.36 5293.95 8516.50 1324.90 3298.13 8048.80 1289.29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2085.27 3290.40  441.62 2291.13 3925.61 484.07 2463.42 4176.50 519.38

进出口总额（亿美元）4 24.03 57.50 5.29 48.72 43.73 25.02 58.16 46.32 35.13

数据来源：内蒙古自治区下辖地级市、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新世纪评级整理 

                                                             
3  公开渠道未获取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市、阿拉善盟、乌海市 4 个市盟的 2017 年地区生产总值数据，蒙

东、蒙中和蒙西地区生产总值数据存在缺漏。 
4 鄂尔多斯市进出口总额数据不含煤炭。此外，内蒙古部分地级市、盟进出口总额数据披露单位非亿美元，

为保持可比性，本文根据 2016 年全年美元兑人民币平均汇率（1 美元=6.6423 元人民币），2017 年全年美元

兑人民币平均汇率（1 美元=6.7518 元人民币）进行折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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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蒙古自治区“十三五”新型城镇化规划》中，内蒙古自治区提出着力

打造“一核多中心、一带多轴线”的城镇空间结构，加快形成分工明确、布局合

理、功能互补、错位发展、特色突出的城镇发展格局，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

协调发展。其中“一核”为呼包鄂城市群核心区，呼和浩特进一步加强首府功能，

建成自治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中心；包头建设世界级“稀土+”产业中心等，

打造新型工业城市；鄂尔多斯建设国家清洁能源输出基地和现代煤化工基地等，

建成区域中心城市。呼包鄂城市群集聚要素，是自治区深化改革、产业转型升级

前沿。城市建设规模上，将呼和浩特市、包头市、赤峰市和鄂尔多斯市定位为大

城市；通辽市、乌海市、呼伦贝尔市、巴彦淖尔市、乌兰察布市、乌兰浩特市为

中等城市。 

（一）下辖各市盟经济实力分析 

2017 年经济数据“挤水分”后，内蒙古自治区各市、盟的经济总量均有不

同幅度缩减，但各地分化格局仍较为明显，“呼包鄂”三市经济规模在全区处于

领先地位，其中鄂尔多斯市在煤炭市场回暖的背景下经济总量仍维持全区第一；

省会城市呼和浩特市产业转型升级步伐较快，产业结构在区内相对健康，社会

消费规模位于全区首位，2018 年上半年经济总量超越包头市位居全省第二；包

头市以重工业为主，发展承压。从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看，内蒙古自治区多数

市、盟新增投资乏力，投资呈现负增长，2018 年上半年降幅进一步扩大；消费

增速较为稳定，且增速相近；对外贸易有所回温，但各地差距仍较大。其中“呼

包鄂”地区的投资、消费和贸易规模仍在全区占据较大比重。 

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来看，2017 年经济数据“挤水分”后，内蒙古自治区各

地级市、盟的经济总量均有不同幅度缩减，但各地分化格局仍较为明显，“呼包

鄂”三市经济规模在全区处于领先地位。剔除公开资料未能获取地区生产总值数

据的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市、乌海市和阿拉善盟外，内蒙古其余地级市、盟的

2017 年经济总量排序除赤峰市超越通辽市外，较 2016 年无变化。鄂尔多斯市经

济总量在全区仍处于首位，2017 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3579.81 亿元，但领先优势

较以前年度有所缩减，较排名第二位的包头市（2017 年地区生产总值为 3450 亿

元）差距缩小至不到 129.81 亿元，其后的呼和浩特市地区生产总值为 2743.70

亿元，以上三个地市的 GDP 合计占全区 GDP 的比重为 60.69%。就具体产业情

况来看，作为省会城市，呼和浩特市产业转型步伐较快，已形成食品加工、电力

能源、石油化工、生物医药、光伏材料、电子信息六大优势产业，产业结构在区

内较为健康；包头市以重工业立市，支柱产业有钢铁、装备制造业、铝业、稀土、

电力，但也面临着产业结构失衡的风险；鄂尔多斯市主导产业偏重于能源产业，

受产能去化政策及价格波动影响，得益于煤炭价格高企，鄂尔多斯市工业运营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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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有所减轻。其余地级市、盟经济规模较小，地区生产总值均未超过 1500 亿元，

兴安盟 GDP 仅为 417.92 亿元。从经济增速来看，2017 年各地级市、盟的 GDP

可比增速均有不同程度放缓，且各地差异凸显。其中，通辽市和呼伦贝尔市增速

下滑尤为显著，分别较上年下降 7.1 和 6.9 个百分点至 0.30%和 0.10%；鄂尔多

斯市、包头市、乌海市、乌兰察布市和呼和浩特市经济增速处于 5%及以上。由

于区内各市、盟大多属于资源型依赖城市，经济发展受限于资源型产业供需、经

济周期等因素，未来地区经济仍面临一定波动压力。 

图表 8. 2017 年内蒙古自治区各地级市、盟相关经济指标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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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鄂尔多斯市 3579.81 5.80 3065.70  777.90 

2 包头市 3450.00 5.50 2958.80  1486.40 

3 呼和浩特市 2743.70 5.00 1490.80  1571.00 

4 赤峰市 1406.80 3.60 1507.00  758.20 

5 通辽市 1222.62 0.30 -- 551.09 

6 呼伦贝尔市 1185.86 0.10 751.17  644.30 

7 锡林郭勒盟 -- 4.30 500.41 262.83

8 乌兰察布市 -- 5.30 533.50 341.20

9 巴彦淖尔市 740.10 3.70 650.20 278.10

10 乌海市 -- 5.30 178.91 161.84

11 兴安盟 417.92 4.00 539.55 247.00

12 阿拉善盟 -- 3.90 460.18 79.44

数据来源：内蒙古自治区下辖地级市、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新世纪评级整理 

注：“--”代表未获取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市、乌海市和阿拉善盟的地区生产总值数据 

图表 9. 2016-2017 年内蒙古自治区各地级市、盟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速情况 

 

 数据来源：内蒙古自治区下辖地级市、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新世纪评级整理 

注：缺失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市、乌海市和阿拉善盟的地区生产总值数据 

随着各地级市、盟经济总量去水分，2017 年各地级市、盟的人均 GDP 也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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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不同程度的下滑。其中，鄂尔多斯市、包头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领先，2017

年分别为 17.30 万元和 11.99 万元，对全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2017 年为 6.38 万

元，较上年下降 1.03 万元）拉动作用显著。呼和浩特市人均 GDP 也处于较高水

平，在 8.81 万元。其余各地级市、盟的人均 GDP 均低于全区平均水平，排名最

末的兴安盟人均 GDP 仅为 2.61 万元。 

图表 10. 2017 年内蒙古自治区各地级市、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常住人口情况 

 

 数据来源：内蒙古自治区下辖地级市、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新世纪评级整理 

注：缺失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市、乌海市和阿拉善盟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数据 

从三大需求看，受工业去产能、传统工业产业转型以及基建投资进度放缓等

影响，2017 年内蒙古自治区多数地级市、盟新增投资乏力，投资呈现负增长；

消费增速较为稳定，且增速相近，多处于 7%左右；对外贸易有所回温，但区域

间仍欠平衡，波动幅度较大。从区域结构看，“呼包鄂”地区的投资、消费和贸

易规模仍位于第一梯队，2017 年上述三市的投资、消费和贸易额分别占全区总

额的 52.17%、53.56%和 31.42%。 

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内蒙古自治区各地级市、盟 2017 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

增速下滑，且多数出现负增长，区域分化也继续凸显。2017 年，鄂尔多斯市、

包头市和赤峰市分别以 3065.7 亿元、2958.8 亿元和 1507.0 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

额位居全区前三，但投资增速明显放缓，当年分别为 0.5%、0.1%和 2.8%。其后

的呼和浩特市、呼伦贝尔市、巴彦淖尔市投资分别为 1490.8 亿元、751.17 亿元

和 650.20 亿元，降幅均在两位数。锡林郭勒盟投资降幅最为显著，当年为-29.4%。

投资排名末两位的阿拉善盟和乌海市投资额分别为 460.18 亿元和 178.91 亿元，

但受益于较低的基数，仍保持了约 8%的较高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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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1. 2017 年内蒙古自治区各地级市、盟投资规模及增速 

 

数据来源：新世纪评级根据公开资料整理、绘制 

注：缺失通辽市 2017 年固定资产投资额 

在房地产投资方面，虽内蒙古自治区 2017 年延续了房地产宽松政策，但各

地级市、盟房地产投资受经济承压、区域人口净流出及库存压力等因素影响出现

分化，排名首位的呼和浩特市房地产投资降幅近半，2017 年投资规模降至 238.4

亿元；鄂尔多斯市在新区房产建设大力推进的背景下，房地产投资规模迅速攀升，

2017 年实现 74.9%的增速，达到 236.10 亿元，跃升为全区第二；包头市房地产

投资额为 155.4 亿元，降幅较上年扩大 9.3 个百分点；上述三市的房地产投资额

合计占到全区的 70.80%。排名之后的赤峰市和呼伦贝尔市房地产投资额分别为

140.1 亿元和 116.33 亿元，增速与上年差距不大，均保持在两位数；其他地区房

地产投资额规模均小于 50 亿元，其中兴安盟较上年降幅 62.5%至 15.57 亿元，排

名最末的阿拉善盟仅为 1.2 亿元。考虑到内陆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需求有限，

加之前期大规模投资积聚的库存压力，预计短期内内蒙古自治区房地产投资规模

仍不大，市场仍将处于库存消化阶段。 

图表 12. 2016-2017 年内蒙古自治区各地级市、盟房地产投资额及增速情况 

 

数据来源：新世纪评级根据公开资料整理、绘制 

注：缺失乌兰察布市 2016 年房地产投资及增速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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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方面，2017 年内蒙古自治区各地级市、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均保持

增长，但增速较上年有不同程度放缓，增长水平已相对均衡。其中排名前二的呼

和浩特市和包头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为 1571.0 亿元和 1486.4 亿元，占各

地级市、盟全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21.94%和 20.76%，同时也是当年增速放

缓最显著的城市，2017 年增速均较上年缩窄 3.5 个百分点。其他地区的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均不超过 800 亿元，乌海市和阿拉善盟居规模末两位，分别为 161.84

亿元和 79.44 亿元。各地增速水平接近，其中赤峰市以 8.3%的水平位居第一，呼

和浩特市以 6.0%的水平排名最末。 

图表 13. 2017 年内蒙古自治区各地级市、盟消费情况 

 

数据来源：内蒙古自治区下辖地级市、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新世纪评级整理 

进出口方面，内蒙古自治区与俄蒙相邻，边境贸易在贸易发展中地位重要，

但由于俄蒙市场需求有限及外贸品种结构较为单一，各地市、盟的外贸规模总体

不大，且受大宗资源性商品市场供需影响波动，2017 年大部分内蒙古地级市、

盟外贸业绩呈现回升态势，且多数同比增速较 2016 年有不同程度提升。2017 年

排名前二的呼伦贝尔市和巴彦淖尔市进出口总额分别为 30.5 亿美元和 28.1 亿美

元，增幅分别为 14.9%和 41.0%；包头市、呼和浩特市和锡林郭勒盟分别实现进

出口总额 20.0 亿美元、16.0 亿美元和 14.35 亿美元，分列全区第三至第五位。其

余各地区的进出口总额均小于 10 亿美元，鄂尔多斯市、通辽市以及乌海市、兴

安盟均处于负增长状态，同比分别下降 37.0%、10.9%、13.4%和 32.0%，其中乌

海市和兴安盟排名末两位，进出口总额不到 1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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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4. 2017 年内蒙古自治区各地级市、盟进出口情况 

 
数据来源：内蒙古自治区下辖地级市、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新世纪评级整理 

2018 年上半年，内蒙古自治区各地级市、盟经济增速普遍有所加快，呼和

浩特市经济总量超越包头市位居全省第二。当期经济总量排名前三依次为鄂尔多

斯市、呼和浩特市和包头市，其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 1836.43 亿元、1391.46 亿

元和 1337.02 亿元。增速方面，乌海市以 11.7%的水平跃居第一，其余地级市、

盟的经济增速在 2.50%-5.70%区间。投资方面，各地级市、盟的固定资产投资仍

延续上年的负增长趋势，且降幅进一步扩大，2018 年上半年投资同比降幅均在

两位数，其中兴安盟降幅最大，达到 61.8%；其次为鄂尔多斯市、包头市、锡林

郭勒盟和呼伦贝尔市，降幅均在 40%以上；降幅最小的乌海市为 16.1%。消费方

面，各地级市、盟仍平稳增长，2018 上半年全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序列及增

速均较上年总体稳定，呼和浩特市和包头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为 755.06

亿元和 698.55 亿元，合计占各地级市、盟全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43.18%。 

（二）下辖各市盟财政实力分析 

1.下辖各市盟一般公共预算分析 

2017 年，内蒙古自治区对财政收入水分进行了压减，加之营改增政策等因

素影响，各市、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存在不同程度下滑，收入质量普遍有

所提升。但各市、盟公共财政收支矛盾越发突出，财政平衡对上级补助收入依

赖加大。其中，2017 年鄂尔多斯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及自给程度保持领先

优势，呼和浩特市超越包头市排名第二。2018 年上半年，内蒙古自治区各市、

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普遍下滑。 

2017 年，内蒙古自治区对财政收入水分进行了压减，加之营改增政策等因

素影响，各地级市、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存在不同程度的缩减，收入排序也

有所变动。作为全区经济“领头羊”的鄂尔多斯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远超其

余地级市、盟，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356.84 亿元。呼和浩特市超越包头

市排名第二，两个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为 201.5 亿元和 137.6 亿元。其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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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市、呼伦贝尔市、锡林郭勒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在 75-105 亿元区间。通

辽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下滑幅度较大，2017 年为 70.46 亿元，在全区排名由上年

的第四位降至第七位。其余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相对有限，其中兴安盟财政收

入排名末位，2017 年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1.74 亿元。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

速5来，2017 年内蒙古自治区各地级市、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为负增长，且除

赤峰市和兴安盟外，降幅均达两位数。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降幅前三名的

通辽市、包头市和乌海市分别为 45.10%、49.26%和 53.67%，赤峰市和兴安盟 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分别为-9.93%和-4.15%，其余地市、盟增速在-20%至-38%

区间。 

图表 15. 2016-2017 年内蒙古自治区各地级市、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 

 

数据来源：新世纪评级根据公开资料整理、绘制 

与经济总量比较，内蒙古自治区各地级市、盟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总体

序列存在一定差异，主要系各地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不同，税收形成能力不一。

但由于公开资料中未取得部分地市、盟的经济总量数据，序列尚未完整。2017

年，包头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小于地区生产总值低于其的呼和浩特市，通辽市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小于地区生产总值低于其的呼伦贝尔市。具体来看，2017 年包

头市和通辽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地区生产总值比例分别为 3.99%和 5.76%，弱于

其余地市、盟的平均水平（接近或超过 7%）。在资源型支柱产业转型压力下，地

级市、盟经济总量及单位地区生产总值形成财政收入6的能力仍存在持续波动可

能。 

 

 

                                                             
5  该部分内容中 2017 年及 2016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以当年及上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绝对数计算而得，

政府性基金收入增速同。 
6  本报告中，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财政形成能力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地区生产总值”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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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6. 2017 年内蒙古自治区各地级市、盟地区生产总值及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较（单
位：亿元） 

地区 GDP 
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

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

排名 

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

/GDP 

税收收入 非税收入 

鄂尔多斯市 3579.81  356.84 1 9.97% 289.85  66.99 

包头市 3450.00  137.60 3 3.99% 99.20  38.40 

呼和浩特市 2743.70  201.50 2 7.34% 168.06  33.44 

赤峰市 1406.80  100.68 4 7.16% 72.62  28.06 

通辽市 1222.62  70.46 7 5.76% 52.96  17.50 

呼伦贝尔市 1185.86  85.25 5 7.19% 65.08  20.17 

巴彦淖尔市 740.10  57.23 8 7.73% 44.69  12.54 

兴安盟 417.92 28.90 11 6.92% 20.41  8.49 

锡林郭勒盟 -- 74.31 6 -- 54.80  19.51 

乌兰察布市 -- 43.12 9 -- 31.27  11.85 

乌海市 -- 37.79 10 -- 32.92  4.87 

阿拉善盟 -- 21.74 12 -- 16.95  4.79 

数据来源：新世纪评级根据公开资料整理、绘制 

注：缺失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阿拉善盟、乌海市的 GDP 数据 

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构成来看，随着 2017 年内蒙古自治区对财政收入水分

进行了压减，除乌兰察布市外，其余各市、盟的财政收入得以夯实，税收收入占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均有一定提高，处于 70%-90%区间。其中乌海市税收

比率较上年大幅提升 45.88 个百分点至 87.11%，位于全区第一位；其次为呼和浩

特市和鄂尔多斯市，当年税收比率分别为 83.40%和 81.23%，其余地级市、盟的

税收比率在 70-80%区间。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覆盖程度

看，2017 年内蒙古自治区下辖各市、盟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能力继续走低，

除鄂尔多斯市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达到 75.38%的较高水平外，其余市、盟均在

50%及以下，对上级补贴平衡资金缺口的依赖度较大，其中呼伦贝尔市、乌兰察

布市和兴安盟排名末三位，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分别为 19.60%、13.49%和 1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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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7. 2016-2017 年内蒙古自治区各地级市、盟税收收入及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情况 

 

数据来源：新世纪评级根据公开资料整理、绘制 

2018 年上半年，鄂尔多斯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238.58 亿元，继续保持领

先优势，也是当期三个增速由负转正的地区之一，同比增速为 2.8%。另两个地

区为赤峰市和阿拉善盟，收入规模分别为 59.96 亿元和 13.89 亿元，增幅分别为

13.6%和 3.8%。其余地级市、盟仍延续了上年下滑趋势，降幅多为两位数，包括

收入分列第二、三位的呼和浩特市和包头市，当期增速分别为-27.7%和-48.5%，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为 107.48亿元和 74.55亿元。从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来看，

2018 年上半年各地级市、盟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能力普遍有所增强，鄂尔多

斯市、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和乌海市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分别升至 95.75%、

70.21%、56.0%和 53.13%，其余市、盟均在 43%以下。 

2.下辖各市盟政府性基金预算分析 

2017 年，内蒙古自治区大多数市、盟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实现增长，但整体

规模仍不大，对地区财力的贡献度不高。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来

源主要集中在赤峰市、呼和浩特市和包头市，2018 年上半年三市的土地出让金

规模仍处于较高水平；其余各市、盟的政府性基金收入规模相对较小。 

2017 年内蒙古自治区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良好发展趋势，库存去化以及土

地供应增加，大多数地级市、盟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实现增长，但考虑到内蒙古自

治区地广人稀，土地及房地产市场新增需求有限，政府性基金收入相对偏小，对

财政收入的贡献度较低。从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绝对规模看，赤峰市、呼和浩特

市和包头市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仍保持增长，2017 年分别为 76.84 亿元、63.2

亿元和 46.54 亿元，分列区内前三，其中赤峰市和包头市在上年迅速增长的基数

影响下增幅回落至 58.53%和 19.33%；呼和浩特市在加大土地出让量等情况下，

增幅超过 100%，出现暂时性回升，当年超越包头市排名前二。其余地区的政府

性基金预算收入均在 20 亿元以下，其中 2017 年仍处于下降区间的地区为呼伦贝

0.0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0.00

100.00

200.00

300.00

400.00

呼
和
浩
特
市

包
头
市

阿
拉
善
盟

乌
海
市

鄂
尔
多
斯
市

锡
林
郭
勒
盟

呼
伦
贝
尔
市

通
辽
市

巴
彦
淖
尔
市

赤
峰
市

乌
兰
察
布
市

兴
安
盟

2016年税收收入[亿元] 2017年税收收入[亿元]
2016年税收比率-右轴 2017年税收比率-右轴
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右轴 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右轴



区域研究报告 

21 
 

尔市、巴彦淖尔市和乌兰察布市，降幅分别为 12.82%、14.98%和 2.09%，增幅

最大的为乌海市，当年增速为 144.49%，主要得益于其较低的基数，当年政府性

基金预算收入为 11.32 亿元，仍处于偏低水平，排名全区第 8 位。 

图表 18. 2016-2017 年内蒙古自治区各地级市、盟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及增速情况 

 

数据来源：新世纪评级根据公开资料整理、绘制 

从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相比的情况来看，2017 年

内蒙古自治区各市、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缩减，政府性基金收入普遍增长，

此增彼减的态势使得地方财力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的依赖度有所上升，但整体

仍处于较低水平，除赤峰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率7保

持较高水平，2017 年达到 76.32%外，其余地级市、盟该比率仍在 35%以下，排

名末两位的巴彦淖尔市和鄂尔多斯市分别为 9.52%和 4.12%，后者主要限于较高

的公共预算收入规模。从增速看，赤峰市、乌海市、呼和浩特市和包头市增速最

高，较上年增长约 20个及以上百分点；增速最低的为巴彦淖尔市，增速仅为 0.36%。 

图表 19. 2016-2017 年内蒙古自治区各地级市、盟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对比 

 

数据来源：新世纪评级根据公开资料整理、绘制 

                                                             
7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率=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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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府性基金预算自给率情况看，内蒙古自治区下辖各市、盟政府性基金预

算收入对其支出的覆盖程度普遍提高，但仍存在明显的区域分化。其中，乌海市

政府性基金预算自给率继续大幅上扬，2017 年达到 274.76%；赤峰市、呼和浩特

市和包头市的政府性基金预算自给率略高于 100%；兴安盟和锡林郭勒盟的该比

率略高于 80%，其余地区的该比率均在 60%-80%区间。 

图表 20. 2016-2017 年内蒙古自治区各地级市、盟政府性基金预算自给率 

 

数据来源：新世纪评级根据公开资料整理、绘制 

2018 年上半年，内蒙古自治区下辖大多数地级市、盟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数据未披露。根据中指指数数据，各地级市、盟的土地出让金规模差异明显，且

变动趋势也呈现分化。具体来看，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和赤峰市的土地出让金规

模分别为 49.30 亿元、39.52 亿元和 28.60 亿元，分列区内前三，其中呼和浩特市

仍保持高速增长，当期增幅超过 100%。其余地区的土地出让金规模均在 10 亿元

以下，其中乌海市土地出让金规模迅速下降至 0.53 亿元，也是当期排名最末的

城市。土地出让金作为各地级市、盟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的最为主要构成部分，

根据上述数据粗略判断，2018 年上半年各地级市、盟的政府性基金收入规模也

将呈现同步波动，未来仍将受区域土地及房地产市场景气度、土地供给策略及房

地产调控政策影响频繁变动，且考虑到区域新增需求不足、项目投资资金欠缺等

限制因素，难以有持续大幅的增长。 

三、内蒙古自治区及下辖各市盟债务状况分析 

（一）内蒙古自治区债务状况分析 

2017 年内蒙古自治区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继续小幅增长，处于全国各省市中

上游，但与其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对比则处于高水平。考虑到内蒙古自治区新增

政府债务空间相对有限，且财政平衡压力上升，未来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债务管

控压力将有所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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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城镇化建设以及公益性项目等方面的持续投入，内蒙古自治区形成了

较大规模的政府债务，2017 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债务保持小幅扩张，目前绝对

规模处于全国各省市中游，但与其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对比则处于相对高水平。截

至 2017 年末，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债务余额为 6009.22 亿元，较 2016 年末增长

2.12%8，位列全国 36 个省（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该指标降序第 11 位，低

于当年全区地方政府债务限额（6357.50 亿元）348.28 亿元。以地方政府债务余

额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相对比，2017 年末内蒙古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是当年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3.53 倍，位列全国 36 个省（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该

指标降序第 5 位。 

从政府层级看，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债务主要分布于市盟本级和旗县政府，

2017 年末占比分别为 36.89%和 56.30%。从资金投向看，主要用于市政建设、科

教文卫、土地收储、保障性住房、交通运输、农林水利、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

基础性、公益性的支出，2017 年末市政建设和保障性住房形成的债务分别为

1666.50 亿元和 727.10 亿元，合计占到政府债务的比重近 40%。 

图表 21. 2015-2017 年末内蒙古自治区全区债务余额情况（单位：亿元） 

指标 
2015 年末 2016 年末 2017 年末 

全区  区本级  全区  区本级  全区  区本级 

政府债务余额  5455.21 124.41 5884.58 288.43 6009.22 409.27

政府或有债务余额  1278.66 811.18 1242.40 711.02 -- 714.78

数据来源：内蒙古自治区地方政府发债文件，新世纪评级整理 

图表 22. 2017 年末各地的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对比9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新世纪评级整理 

从政府债务规模看，截至 2017 年末，内蒙古自治区以政府债券形式存在的

地方政府债务规模 5211.69 亿元，占比为 86.73%。2017 年内蒙古自治区发行地

                                                             
8 该部分内容中 2017 年及 2016 年政府债务增速以当年及上年政府债务绝对数计算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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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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债券 1310.07 亿元，其中新增债券 394.40 亿元、置换债券 915.67 亿元；

2018 年前三季度，内蒙古自治区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1083.35 亿元，其中置换债券

465.56 亿元、新增债券 515.51 亿元、再融资债券 102.28 亿元，9 月末内蒙古自

治区地方政府债券（含财政部代发、自行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余额为 6346.44 亿

元，当年新增债券额度已基本使用完毕。内蒙古自治区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

额为 6874.50 亿元，较 2017 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517 亿元。根据限额管理

原则，内蒙古自治区新增政府债务空间相对有限，且财政平衡压力上升，内蒙古

自治区政府债务管控压力将增大。 

图表 23. 2017 年及 2018 年前三季度各地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情况10 

 
数据来源：各省市债券发行结果文件，新世纪评级整理 

（二）下辖各市盟债务状况分析 

2017 年末内蒙古自治区各市、盟政府债务积累规模较大，债务与财力的比

率处于较高水平。需注意到鄂尔多斯市、通辽市、锡林郭勒盟、巴彦淖尔市、

乌海市和兴安盟的债务余额已大于其同年末的债务限额，新增债务受限，需要

关注未来新增债券额度以及政府债务规模控制力度。 

由于内蒙古自治区各下辖市盟债务数据来自公开资料，部分市盟债务数据缺

失，比较口径存在一定瑕疵11。从下辖市盟政府债务规模看，鄂尔多斯市位于经

济发展首位城市，持续有地方经济发展及城市规划建设需求，在发展过程中积累

了较大规模的政府债务，2017 年末鄂尔多斯市政府债务余额高达 1436.61 亿元，

占全区债务余额的 23.91%。排名第二的呼和浩特市作为首府，承担有政治职能，

其 2017 年末债务余额为 840.10 亿元。其后的包头市、通辽市、锡林郭勒盟、赤

峰市 2017 年末债务余额分别为 833.69 亿元、381.00 亿元和 320.50 亿元和 308.9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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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首选资料来源为当地财政局等政府公开信息渠道，若无法取得，参考当地城投平台的评级报告内数据。

乌兰察布市、阿拉善盟 2017 年末全口径政府债务数据及限额未取得；呼和浩特市 2017年末政府债务限额

未取得；赤峰市 2017年末一般债务及专项债务数据未取得，未参与下文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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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其他各市盟政府债务余额均不足 300 亿元。从政府债务变动情况来看，除

呼和浩特市和巴彦淖尔市 2017 年末政府债务较上年末略有减少 12.24 亿元和

3.28 亿元，其余地级市、盟的政府债务均有小幅增长，其中通辽市、赤峰市和兴

安盟属于增长较为明显的地区，2017 年末政府债务增量分别为 43.44 亿元、23.41

亿元和 27.25 亿元。从政府债务限额管理情况来看，各地级市、盟可新增债务空

间较小，值得关注的是，鄂尔多斯市、通辽市、锡林郭勒盟、巴彦淖尔市、乌海

市和兴安盟的债务余额已大于其同年末的债务限额，新增债务受限，关注未来新

增债券额度以及政府债务规模控制力度。 

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对一般债务的覆盖情况来看，各市盟一般债务偿付压力

较大，2017 年末一般债务余额与同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之比在 2.50 倍以上。其

中，最高的兴安盟和通辽市该比例分别为 5.96 倍和 4.85 倍；最低的为呼伦贝尔

市，该比例为 2.53 倍。各市盟专项债务偿付压力也较高，由于自治区土地市场

需求有限，仅锡林郭勒盟因较低的专项债务余额基数使得 2017 年末专项债务余

额与同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的比率低于 1 倍，其余地区该比率均在 1.7 倍以上，

排名前两位的巴彦淖尔市和包头市达到 6.23 倍和 5.11 倍。 

图表 24. 内蒙古自治区各地级市、盟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及相关指标对比 

 
数据来源：新世纪评级根据公开资料整理、绘制 

内蒙古自治区城投债发行规模较小，从下辖各市、盟看，发行区域主要集

中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好的“呼包鄂”等地。随着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推进，

大量城投债提前兑付，2018 年 9 月末存续城投债规模同比明显减小，也一定程

度上减轻了城投债偿付压力。从城投企业债务负担看，各地级市平台带息债务

情况存在较明显的分化，其中通辽市、兴安盟、赤峰市、乌海市和包头市的平

台债务负担相对较重，2018 年 9 月末城投债存续企业的 2017 年末带息债务是当

地 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1.6 倍以上；其余市盟的该比率均在 1 倍以下。 

0%

200%

400%

600%

800%

0.00

400.00

800.00

1,200.00

1,600.00

鄂
尔
多
斯
市

呼
和
浩
特
市

包
头
市

通
辽
市

锡
林
郭
勒
盟

赤
峰
市

巴
彦
淖
尔
市

呼
伦
贝
尔
市

兴
安
盟

乌
海
市

2017年末政府债务余额[亿元]
2017年末政府债务限额[亿元]
2017年末一般债务余额/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右轴
2017年末专项债务余额/2017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右轴



区域研究报告 

26 
 

近年来受限于支柱产业运行压力增大、经济增长乏力以及区域信用事件发生，

加之 2017 年经济财政数据“挤水分”，资本市场对于内蒙古自治区企业观望情绪

浓厚，城投债发行规模较小，2017 年及 2018 年前三季度全区城投债发行额分别

为 152.82 亿元和 68.00 亿元，在全国各省市发行规模降序排列中分别列第二十三

和第二十五位。截至 2018 年 9 月末，内蒙古自治区城投债余额为 494.88 亿元，

较 2017 年末减少了 183.98 亿元，城投债余额大幅缩减主要系随着地方债务置换

进度加快，前期发行的纳入政府债务口径的城投债提前兑付所致。 

图表 25. 全国各省市城投债发行及余额情况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新世纪评级整理 

从内蒙古各市盟存续城投债情况来看，城投债发行主体主要集中在经济实力

较强的“呼包鄂”等地。截至 2018 年 9 月末，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和呼和浩特

市城投债存续余额分别为 99.92 亿元、55.20 亿元和 73.80 亿元，合计占全区城投

平台（含区本级）债券余额的 46.26%。其余地级市、盟存量城投债占比在 7%以

下，除了通辽市和巴彦淖尔市城投债存续规模分别为 31.90亿元和 16.20亿元外，

其余市盟的城投债存续规模均低于 16 亿元，乌海市城投债存续规模在各市盟中

最小，2018 年 9 月末为 1.59 亿元。 

以城投债存续余额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相对比，内蒙古自治区内大部分

地区城投债偿付压力尚可控。其中，通辽市、兴安盟和包头市城投债偿付压力相

对较高，2018 年 9 月末城投债存续余额分别是当地 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0.45 倍、0.42 倍和 0.40 倍。其余各市盟 2018 年 9 月末城投债存续余额均小于当

地 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0.37 倍，最低的乌海市该比率仅为 0.04 倍。 

(2,000)

(1,000)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16,000

江
苏

湖
南

浙
江

重
庆

天
津

四
川

北
京

山
东

广
东

安
徽

湖
北

福
建

贵
州

江
西

河
南

云
南

陕
西

广
西

辽
宁

上
海

新
疆

河
北

吉
林

山
西

甘
肃

内
蒙
古

黑
龙
江

青
海

宁
夏

海
南

西
藏

2017年末城投债余额[亿元] 2018年9月末城投债余额[亿元]
2017年城投债发行额[亿元]-右轴 2018年前三季度城投债发行额[亿元]-右轴



区域研究报告 

27 
 

图表 26. 内蒙古自治区各市盟城投债存续余额12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对比情况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新世纪评级整理   

从已发债城投企业的债务看，截至 2017 年末内蒙古已发债城投企业带息债

务为 1970.72 亿元。相对于其他省市，内蒙古已发债城投企业存续债券和带息债

务规模仍较小，2018 年 9 月末城投债存续企业 2017 年末带息债务余额规模排名

全国 31 个省市降序第 29 位；2017 年末存续城投债规模在全国 31 个省市降序排

列中位于第 26 位。以城投债存续余额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相对比，2018 年

9 月末内蒙古城投债存续余额是其 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1.16 倍，位列全

国各 31 个省市降序第 29 位，处于相对较好水平。 

图表 27. 各省市城投企业带息债务与存量债券情况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新世纪评级整理 

内蒙古自治区城投平台带息债务13主要分布于鄂尔多斯市、赤峰市、包头市

和通辽市，2018 年 9 月末城投债存续企业 2017 年末带息债务余额分别为 325.26

亿元、238.32 亿元、222.79 亿元和 215.76 亿元，占各市盟城投平台带息债务合

计的比重分别为 23.50%、17.22%、16.10%和 15.59%，其余市盟占比均在 10%以

内。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相比，各市盟城投企业带息债务偿付压力分化。其

                                                             
12  此处分析不包括区本级城投债券余额。 
13  此处分析不包括区本级城投企业带息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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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通辽市和兴安盟的城投平台带息债务负担最重，2018 年 9 月末城投债存续

企业 2017 年末带息债务余额是当地 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3.06 倍和 2.99

倍；其次为赤峰市、乌海市和包头市，分别为 2.37 倍、1.99 倍和 1.62 倍；其余

市盟的 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可覆盖同期末城投企业带息债务，偿债压力

相对不大，最低的呼伦贝尔市和乌兰察布市该比率分别为 0.25 倍和 0.52 倍。但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趋严，厘清政府与企业偿债责任，前期纳

入地方债务范围的债务置换已基本完成，目前城投企业的带息债务偿债责任均由

自身承担，在 2017 年财政挤水分后，内蒙古各市盟财政实力均有不同程度弱化，

财政平衡压力加大，而内蒙古资源型支柱产业产能过剩、产业转型升级的外部经

济环境也会增大城投企业经营财务风险，城投企业的个体信用质量将更加依赖于

自身经营状况及财务管理能力，后续债务偿付能力将趋于分化。 

图表 28. 内蒙古自治区各市盟城投企业带息债务余额14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对比情况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新世纪评级整理 

 

                                                             
14  统计时剔除区本级城投企业带息债务。 

0.0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350.00%

0

100

200

300

400

鄂
尔
多
斯
市

呼
和
浩
特
市

包
头
市

通
辽
市

赤
峰
市

巴
彦
淖
尔
市

呼
伦
贝
尔
市

兴
安
盟

乌
海
市

乌
兰
察
布
市

2018年9月末城投债存续企业2017年末带息债务余额[亿元]

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亿元]

2018年9月末城投债存续企业2017年末带息债务余额与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对比‐右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