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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全国及各省市经济财政债务分析 

公共融资部 钟士芹 

摘要：2018 年，我国经济运行继续面临一定下行压力，但仍实现了总体平

稳发展。在供给侧改革、产业升级以及风险管控等多重因素下，多数省市工业、

投资、消费等指标增速回落，2018 年各省市 GDP 增速总体呈放缓态势，增速均

未超过两位数增长；东部地区经济增速多在全国水平上下，东北地区经济增速虽

触底企稳，但仍在低位徘徊；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相对较高，经济增速总体快于

东部和东北地区，但增速差距继续收窄，其中中部地区增速相对平稳，西部地区

仍存在较大分化。 

2018 年，随着各项减税降费政策的落实，我国税收收入及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增速均有所放缓。分地区看，2018 年除天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继续下滑之外，

其他省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为正增长状态，但增速出现差异，导致部分省市排

名出现变化；东部地区财政收入质量优于中西部地区，财政自给程度亦呈现东、

中、西的阶梯式分布。 

政府性基金收入方面，2018 年，在房地产调控、房企融资收紧以及降低棚

改货币化安置等政策的累积效应下，全国土地市场有所降温，政府性基金收入增

幅较上年收窄。分地区看，2018 年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仍主要集中于东、中部

地区；增速方面，除北京、天津、海南、安徽、甘肃和黑龙江政府性基金收入下

降之外，其他多数省市政府性基金收入呈现较大幅度增长。 

从政府债务情况看，2018 年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主要集中于经济体量较

大的东部省份，但湖南、辽宁、贵州、云南等部分经济欠发达省份债务规模亦较

为突出。从债务压力看，东部省份虽债务总量较大，但因较强的财政实力，政府

债务余额与当年财政收入的比率在全国降序排列中仍处于中后水平，财政收入对

政府债务的覆盖程度尚可；而经济欠发达的部分西部省份和东北地区债务压力较

为突出。 

随着持续的政策调控以及近年来房地产市场高位增长后的调整，2018 年全

国商品房成交量虽保持增长，但增幅较上年大幅收窄。房企拿地态度略有谨慎，

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增速在 2018 年一季度的两位数增长后有所回落，增长后劲略

显不足，房地产调控效果显现，市场逐步趋于平稳。全国土地市场亦有所降温，

土地购置面积及土地成交价同比虽保持增长，但增速有所放缓。分地区看，2018

年东部地区土地购置面积和购置金额维持在较大规模，西部和东北地区增速相对

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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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国及各省市经济数据分析 

2018 年，我国经济运行继续面临一定下行压力，但仍实现了总体平稳发展。

各省市 2018 年经济总量排名较上年变动不大，但在供给侧改革、产业升级以及

风险管控等多重因素下，多数省市工业、投资、消费等指标增速回落，2018 年

各省市 GDP 增速总体继续呈放缓态势，增速均未超过两位数增长；东部地区经

济增速多在全国水平上下，东北地区经济增速虽触底企稳，但仍在低位徘徊；

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相对较高，多数省市经济增速快于东部和东北地区，但增

速差距继续收窄，其中中部地区增速相对平稳，西部地区仍存在较大分化。 

2018 年，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贸易摩擦、国内供给侧改革持续推进等内

外部环境下，我国经济运行继续面临一定下行压力，但仍实现了总体平稳发展态

势，经济运行仍保持在合理区间。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经初步核算，

2018 年我国实现国内生产总值 900,309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6.6%，

增速虽较 2017 年下降 0.3 个百分点，但实现了 6.5%左右的预期。分产业看，第

一产业增加值 64,734 亿元，同比增长 3.5%；第二产业增加值 366,001 亿元，同

比增长 5.8%；第三产业增加值 469,575 亿元，同比增长 7.6%。2018 年，我国经

济结构持续优化，工业生产缓中趋稳，服务业保持相对较快发展，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达 52.2%，三产增加值增速较二产高出 1.8 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继

续显现较显著的拉动作用。 

从我国 31 个省（市/区）的经济总量来看，2018 年湖南、重庆、内蒙古和山

西 GDP 排名较 2017 年有所提升，河北、广西、黑龙江和吉林排名相应下滑，其

他省市排名均无变化。其中，排名前十位的省市中，除湖南上移一位至第八位、

河北相应下移至第九位之外，其他省市与 2017 年相比无变化。其他省市中，重

庆和广西 GDP 总量排名互换，2018 年分别位列第十七、十八位；此外，内蒙古

和山西 2018 年经济有所企稳，GDP 排名分别上升 1 位和 2 位，分别位列第二十

一和二十二位；黑龙江和吉林经济继续呈低速增长态势，GDP 排名分别下降 2

位和 1 位，分别位列第二十三和二十四位。 

从各区域经济情况看，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总量和质量继续保持领先优势，

2018 年东部地区十省市 GDP 总量合计占全部省市 GDP 总量的比重达 52.58%，

占比过半；且在 GDP 排名前十位省市中，东部地区共占六席，其中广东、江苏、

山东、浙江包揽前四位，经济总量均超五万亿元。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尚

可，2018 年中部六省市 GDP 总量占全部省市 GDP 总量的比重为 21.06%；其中

河南、湖北及湖南经济总量分别位列全国第五、七、八位。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总

体较为薄弱，2018 年西部十二省市 GDP 总量占全部省市 GDP 总量的比重为

20.15%；且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性较大，仅四川 GDP 总量排名进入全国前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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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列第六；位于偏远地区的西藏、青海、宁夏、甘肃、新疆、贵州等省市经济基

础相对薄弱。东北地区 2018 年经济增速虽触底企稳，但仍在低位徘徊，2018 年

东北三省 GDP 总量合计占比为 6.20%。 

从增速来看，在供给侧改革、产业升级以及风险管控等多重因素下，全国多

数省市工业、投资、消费等指标增速回落，2018 年各省市 GDP 增速总体继续呈

放缓态势，增速均未超过两位数增长。2018 年，全国共有 21 个省市经济增速在

6.6%及以上，其中贵州、西藏经济增速均为 9.1%，继续位列前两位；经济增速

低于全国水平的有 10 个，其中黑龙江、吉林和天津均不足 5%，增速垫底。分区

域看，中西部地区多数省市经济增速仍快于东部和东北地区，但增速差距继续收

窄，经济增速超过 7.0%的省市中除福建和浙江之外，其他均位于中西部地区。

具体来看，东部地区经济增速多在全国水平上下，2018 年东部地区除天津和海

南经济增速分别为 3.6%和 5.8%之外，其他省市经济增速均在 6.6%及以上，其中

福建和浙江经济增速分别为 8.3%和 7.1%。中部地区六省份经济增速均在

6.7%~8.7%之间，其中山西 2018 年经济增速虽较上年有所放缓，但尚属平稳，

为 6.7%。西部地区经济增速相对较高，但存在较大分化，2018 年经济增速在

5.3%~9.1%区间，其中超过 8%的有贵州、西藏、云南、陕西和四川；内蒙古仍

延续上年低速增长，为 5.3%；甘肃、新疆和重庆经济增速亦较低，分别为 6.3%、

6.1%和 6.0%。东北地区继续呈低速增长态势，辽宁、黑龙江和吉林 GDP 增速分

别为 5.7%、4.7%和 4.5%。 

图表 1.  2017-2018 年全国各地区 GDP 及增速对比 

 

数据来源：Wind，新世纪评级整理 

二、全国及各省市财政、债务分析 

2018 年，随着各项减税降费政策的落实，我国税收收入及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增速均有所放缓。2018 年除天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继续下滑之外，其他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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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为正增长状态，但增速出现差异，导致部分省市排名出现

变化；东部地区财政收入质量优于中西部地区，财政自给程度亦呈现东、中、

西的阶梯式分布。 

2018 年，我国在年初出台了各项减税降费政策，并在 5 月 1 日起实施增值

税减税措施，出台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税收优惠政策，10 月 1 日起实行了个人所

得税改革等减税措施。在大力实施减税降费背景下，我国财政收入增长有所放缓，

根据财政部网站公布的数据，2018 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83,352 亿元，同比

增长 6.2%，增速较上年下降 1.2 个百分点。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5,447

亿元，同比增长 5.3%，增速同比下降 1.8 个百分点；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

97,905 亿元，同比增长 7.0%，增速同比下降 0.7 个百分点。 

2018 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为 156,401 亿元，同比增长

8.3%，增速同比下降 2.4 个百分点，主要系减税降费因素影响所致。其中主要税

种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分别为 6.15 万亿元、3.53 万亿元和 1.39 万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9.1%、10.0%和 15.9%，分别拉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

幅 3 个、1.9 个、1.1 个百分点，合计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收的贡献率达到

95.8%。此外，2018 年国内消费税、进口货物增值税和消费税分别为 1.06 万亿元

和 1.69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4.0%和 5.7%，亦为税收收入的主要构成。土地和

房地产相关税收方面，2018 年全国房地产市场景气度仍较好，土地和房地产相

关税收亦呈现较大幅度增长，2018 年契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分别为 0.57 万

亿元、0.56 万亿元和 0.29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6.7%、14.9%和 10.9%。2018

全国非税收入 2.7 万亿元，同比下降 4.7%，主要系减税降费政策效应所致。 

2018 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20,906 亿元，同比增长 8.7%。其中，中

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 32,708 亿元，同比增长 8.8%；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8,198 亿元，同比增长 8.7%。从主要支出方面看，民生保障仍是重点支出领域，

教育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城乡社区支出、农林水支出、医疗卫生与计划

生育支出属最主要支出领域，支出规模分别为 32,222 亿元、27,084 亿元、22,700

亿元、20,786 亿元和 15,700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6.7%、9.7%、10.2%、9.9%和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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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  2009 年以来全国及地方财政收入增速情况 

 
数据来源：Wind，新世纪评级整理 

从全国各省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来看，2018 年除天津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绝对值继续下滑，其他省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为正增长状态，但增速存在较

大差异，导致部分省市排名出现变化。具体来看，浙江近三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均保持较快增长，山东则呈持续放缓态势，2018 年浙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

赶超山东位列第四位，山东后移 1 位至第五位；湖北亦因较低增速被河北赶超，

后移 1 位至第十位，河北排名则提升至第九位；天津因财力缩水，2018 年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绝对值继续大幅下滑，排名较上年后移 4 位至第十九位；山西在历

经前几年负增长后，近两年均呈现较高速增长，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排名

提升 4 位至第十六位。此外，排名出现提升的还有江西和贵州，分别提升 2 位和

1 位至第十五位和二十二位；排名出现下滑的有重庆、云南和广西，均后移 1 位，

分列第十七位、二十位和二十三位。 

分区域看，东部地区的广东、江苏、上海、浙江、山东和北京 6 省市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总量位居前六位，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超过 5,000 亿元，大幅

领先于其他省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合计占全国各省市合计的 47.71 %，占比近

半。中部 6 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在 2,200-3,800 亿元之间，总量排名在第 8 至

16 位之间。西部地区财力整体较弱，除四川 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3,910.9

亿元、排名在第七位之外，其他省市排名均在第十七位之后；其中西藏、青海、

宁夏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不足 500 亿元，排名垫底。 

从增速来看，如前所述，2018 年除天津之外，其他省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均呈正增长状态，但增速分化较大。收入增速超过两位数增长的省市有 7 个，其

中西藏和山西增速在 20%以上，位列前两位；陕西、海南、浙江、青海和河南增

速均超过 10%，分列第三至七位。收入增速不足 5%的有 8 个省市，其中新疆、

广西、湖南、黑龙江、吉林、湖北和重庆 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分别为

4.5%、4.1%、3.7%、3.2%、2.5%、1.8%和 0.6%；出现负增长的仅天津一地，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为-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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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  2017-2018 年全国各省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及增速情况 

 

数据来源：各省市政府网站等公开资料，新世纪评级整理 

从财政收入质量情况看，东部地区财政收入质量优于中西部地区。2018 年

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较高的省市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其中，税收

比率超过 80%的有 6 个省市，分别为上海、北京、浙江、江苏、海南和广东，均

为东部省市；其他省市多在 70%-80%之间；税收比率低于 70%的有新疆、湖南、

宁夏和广西，财政收入质量一般。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覆

盖程度看，各省市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基本呈现东、中、西的阶梯式分布；一般

公共预算自给率超过 60%的省市全部位于东部地区，包括上海、北京、广东、浙

江、江苏、天津、山东和福建 8 个省市，其中上海和北京该比率超过 80%。山西

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为 53.5%，位列第 9 位；其他省市该比率均不足 50%，

其中黑龙江、甘肃、青海和西藏该比率不足 30%，财政自给程度差。 

图表 4.  2018 年全国各省市税收比率及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情况 

 

注 1：数据来源于各省市政府网站等公开资料，新世纪评级整理 

注 2：公开未查询到青海和西藏 2018 年税收收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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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在房地产调控、房企融资收紧以及降低棚改货币化安置等政策的

累积效应下，全国土地市场有所降温，政府性基金收入虽继续呈较大幅度增长，

但增幅较上年收窄。分地区看，2018 年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仍主要集中于东、

中部地区；增速方面，除北京、天津、海南、安徽、甘肃和黑龙江政府性基金

收入下降之外，其他多数省市政府性基金收入均呈较大幅度增长。 

2018 年，在房地产调控、房企融资收紧以及降低棚改货币化安置等政策的

累积效应下，全国房地产市场虽继续保持增长，但增幅较上年有所收窄，土地市

场亦有所降温。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虽继续呈现较大幅度增长，但增幅较上年收

窄。2018 年，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 75,405 亿元，同比增长 22.6%，增速较上年

下降 12.2 个百分点。其中，中央政府性基金收入 4,033 亿元，同比增长 4.2%，

增速较上年下降 2.2 个百分点；地方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 71,372 亿元，同比增长

23.8%，增速较上年下降 13.5 个百分点；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65,096

亿元，同比增长 25.0%，增速较上年下降 15.7 个百分点。同期，全国政府性基金

支出 80,562 亿元，同比增长 32.1%，其中，中央政府性基金支出 3,089 亿元，同

比增长 13.4%；地方政府性基金相关支出 77,473 亿元，同比增长 32.9%，其中国

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相关支出 69,941 亿元，同比增长 34.2%。 

图表 5.  2012 年以来全国及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增速情况 

 

数据来源：Wind，新世纪评级整理 

从全国各省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看，2018 年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主要集

中于东、中部地区，基金收入超过 2,000 亿元的省市有 15 个，其中东、中、西

部地区分别为 8 个、5 个和 2 个。浙江、江苏、山东、广东仍保持领先，上述省

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均超过 5,000 亿元，其中浙江和江苏均超过 8,000 亿元；

西部地区政府性基金收入规模总体偏小，其中青海、宁夏和西藏均不足 200 亿元，

排名垫底。从增速来看，近两年在政策调控下，多数省市政府性基金收入虽保持

增长，但增速同比波动较大。具体来看，东部地区除北京、天津和海南之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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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省市 2018 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均呈增长态势，其中山东、浙江和福建增速分别

为 59.2%、32.7%和 29.8%，位列东部地区前三位；北京在历经上年的大幅增长

后，2018 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下降 35.9%。中西部地区除安徽、甘肃 2018 年

政府性基金收入分别下降 5.0%和 3.5%，重庆小幅增长 2.9%之外，其他省份总体

继续呈大幅增长态势。东北地区除黑龙江 2018 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下降 4.2%

之外，辽宁和吉林分别增长 31.2%和 8.7%。 

图表 6.  2017-2018 年全国各省市政府性基金收入及增速情况 

 

注 1：数据来源于各省市政府网站等公开资料，新世纪评级整理 

注 2：公开未查询到山西省 2018年政府性基金收入 

2018 年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主要集中于经济体量较大的东部省份，但湖

南、辽宁、贵州、云南等部分经济欠发达省份债务规模亦较为突出。从债务压

力看，东部省份虽债务总量较大，但因较强的财政实力，政府债务余额与当年

财政收入的比率在全国降序排列中仍处于中后水平，财政收入对政府债务的覆

盖程度尚可；而经济欠发达的部分西部省份和东北地区债务压力较为突出。 

截至 2018 年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18.39 万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10.99

万亿元，专项债务 7.39 万亿元；政府债券形式存量债务 18.07 万亿元，非政府债

券形式存量债务 0.32 万亿元。从各省市政府债务规模看，除部分经济体量较大

的东部省份政府债务规模较大之外，湖南、辽宁、贵州、云南等经济欠发达省份

债务规模亦较为突出。具体来看，江苏和山东 2018 年末政府债务余额分别为 1.33

万亿元和 1.14 万亿元，位居全国前两位；广东、四川、浙江、湖南、辽宁、贵

州、河北和云南政府债务规模均在 7000 亿元以上，分列第二至十位；政府债务

规模较小的省份也主要在经济落后的西部地区，甘肃、青海、宁夏和西藏 2018

年末政府债务余额均不足 3000 亿元，其中西藏仅 134.79 亿元。 

以 2018 年末政府债务余额与当年财政收入的比率进行比较，东部省份虽债

务总量较大，但因较强的财政实力，该比率在全国降序排列中仍处于中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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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收入对政府债务的覆盖程度较好；而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和东北地区债务压力

较为突出。具体来看，2018 年末政府债务余额与当年财政收入比率超过 2 倍的

省份有 8 个，分别为青海、贵州、内蒙古、黑龙江、宁夏、辽宁、云南和吉林，

均位于西部和东北地区；该比率小于 1 倍的省市有 9 个，分别为湖北、山东、河

南、江苏、浙江、广东、上海、北京和西藏，上述省市财政收入可覆盖政府债务

余额，其中广东、上海和北京该比率均为 0.55 倍，西藏该比率为 0.42 倍。 

图表 7.  2018 年全国各省市政府债务及相关指标对比 

 
注 1：数据来源于各省市政府网站等公开资料，新世纪评级整理 

注 2：公开未查询到海南、江西和山西 2018 年末政府债务余额 

注 3：财政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三、全国及各省市房地产市场和土地市场分析 

随着持续的政策调控以及近年来房地产市场高位增长后的调整，2018 年全

国商品房成交量虽保持增长，但增幅较上年大幅收窄。房企拿地态度略有谨慎，

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增速在 2018 年一季度的两位数增长后有所回落，增长后劲略

显不足，房地产调控效果显现，市场逐步趋于平稳。 

随着持续的政策调控以及近年来房地产市场高位增长后的调整，2018 年全

国商品房成交量虽保持增长，但增幅较上年大幅收窄，全年商品房累计销售面积

17.17 亿平方米，同比增长 1.3%，增速较上年下滑 6.4 个百分点；但商品房价格

仍保持稳定，全年商品房累计销售额 15.00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2%，增速较上

年下滑 1.5 个百分点。2018 年，一二线城市仍执行较严厉的调控政策，部分热点

城市商品房成交仍继续回落，三四线城市因人口、产业导入不足等因素，在前两

年量价上扬后，2018 年商品房销售增速有所回落，房价上行动力也有所减弱，

房地产调控效果显现，市场逐步趋于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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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8.  近年来全国商品房销售情况 

 

数据来源：Wind，新世纪评级整理 

虽然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有所放缓，但因商品房价格仍保持稳定，房企

开工热情也相对较高，2018 年全国房屋新开工面积 20.93 亿平方米，同比增长

17.2%，增速较上年提升 10.2 个百分点。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亦保持稳步增长，

2018 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 12.03 万亿元，同比增长 9.5%，增速较上年

提升 2.5 个百分点；但从季度变化来看，房企拿地态度略有谨慎，房地产开发投

资额增速在一季度的两位数增长后有所回落，至 2018年四季度增速回落至 9.5%，

增长后劲略显不足。 

图表 9.  近年来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情况 

 
数据来源：Wind，新世纪评级整理 

从各省市的房地产市场情况看，2018 年商品房销售额较大的省市主要集中

在东、中部地区，但增速较高的省市主要集中在中部和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省市

增速分化较大。具体来看，东部十省市中，商品房销售额增速超过 20%的省份仅

山东一地，增速为 24.3%；上海、福建、浙江和江苏增速均在 10%以上；海南、

北京、河北、天津和广东同比出现下滑，增速分别为-23.2%、-15.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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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和-0.3%。其他省市中除黑龙江和青海分别下降 9.6%和 2.2%之外，其他多

数省市总体呈大幅增长，其中增速超过 20%的省市有 10 个，处于 10%~20%区间

的省市有 6 个。从房地产投资看，2018 年各省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与上年相

比总体保持相对平稳，其中增速超过 20%的省份有西藏、吉林和浙江三地，增速

在 15%-20%之间的有广东、甘肃、山西、云南、黑龙江和湖南六地；出现负增

长的省市有 7 个，其中青海、海南和宁夏增速分别为-13.9%、-16.5%和-31.1%。 

图表 10.  2018 年全国各地区房地产市场情况 

 数据来源：Wind，新世纪评级整理 

2018 年，在房地产调控政策背景下，全国土地市场有所降温，土地购置面

积及土地成交价同比虽保持增长，但增速有所放缓。分地区看，2018 年全国多

数省市土地市场成交仍然处于高位，土地购置出现量价齐升态势；其中东部地

区土地购置面积和购置金额维持在较大规模，西部和东北地区增速则相对较高。 

2018 年，在房地产调控政策背景下，全国房地产市场主要指标增速较上年

收窄，土地市场有所降温，全国土地购置面积及土地成交价同比虽保持增长，但

增速有所放缓。2018 年全国土地购置面积 2.91 亿平方米，同比增长 14.2%，增

速较上年下降 1.6 个百分点；全国土地成交价款 1.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0%，

增幅较上年下降 31.4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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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1.  近年来全国土地市场情况 

 

数据来源：Wind，新世纪评级整理 

分地区看，2018 年全国多数省市土地市场成交仍然处于高位，土地购置出

现量价齐升态势。2018 年土地购置面积超过 2000 万平方米的省份仍主要集中在

东部地区，包括浙江、安徽、山东和江苏；土地购置面积在 1000 万平方米以上

的有广东、四川、湖南、福建、重庆、河北和河南七地；排名靠后的省市为甘肃、

宁夏、上海、海南、青海和西藏，土地购置面积不足 200 万平方米，主要为一线

调控城市及西部偏远省份。从金额看，东部地区得益于较高的土地溢价率，土地

购置金额整体仍维持在较大规模，2018 年土地购置费超过千亿的省市有 13 个，

其中东部、中部和西部分别为 8 个、3 个和 2 个，且前六位均位于东部地区，分

别为浙江、广东、江苏、北京、福建和上海，土地购置费在 1800 亿元以上；从

增速看，除海南 2018 年土地购置费下降 1.6%之外，其他各省市土地购置费均呈

增长态势，其中增速相对较高的省份主要集中在西部和东北地区。 

图表 12.  2018 年全国各省市土地市场情况 

 

数据来源：Wind，新世纪评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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