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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及下辖各区经济财政实力与债务研究（2024） 

公共融资部  龚春云 

经济实力：深圳市毗邻港澳，是全国性经济中心城市、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

擎城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具备优越的区位条件及政策环境，经济

发展水平稳居全国内地城市前列。深圳市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已形成高新技术、

金融、物流、文化四大支柱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增

强，增长后劲充足。2023 年全市经济恢复向好，经济增速明显回升，全年实现地

区生产总值 3.46 万亿元，经济总量继续居计划单列市首位、内地城市第三位；经

济增速较上年回升 2.7 个百分点至 6.0%，在一线城市中处于高水平。当年，全市

制造业投资增长强势，高技术产业投资活跃，基础设施投资转为负增长；市场销

售首次突破万亿，货物出口仍保持良好增势，外贸增长态势总体向好。2024 年前

三季度，深圳市工业生产快速增长，外贸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经济稳步

增长。当期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59 万亿元，同比增长 5.4%。同时，随着粤

港澳大湾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双区”建设逐步推进，深圳市区域

发展前景可期。 

从下辖各区/新区（以下简称“各区”）情况看，2023 年，深圳市下辖各区

地区生产总值总体稳步增长，福田、龙华和盐田经济增速较上年略降，大鹏新区

与上年持平，其余 6 区经济增速均有所提升。南山经济规模仍居各区首位，作为

全国知名的经济大区、科技强区、创新高地，辖区内上市公司众多，战略性新兴

产业对经济的贡献度较高。福田、罗湖两区第三产业发展水平高，以金融、商贸

等现代服务业为主，2023 年两区经济总量分别位列第 2、第 6 位，福田受投资下

滑影响，经济增速居全市末游。龙岗是全市工业大区、强区，近年大力实施“一

芯两核多支点”区域发展战略，经济增势良好。宝安、龙华两区二、三产业相对

均衡，得益于工业和服务业的突出表现，当年宝安以 8.5%的较高经济增速居全

市第 3 位，经济总量首次突破五千亿元大关，而龙华在规上工业下降影响下，经

济增长放缓。光明、坪山经济结构中第二产业占比高，目前经济总量虽相对偏小，

但产业导入以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要方向，发展潜力较大，其中

坪山在“智能车、创新药、中国芯”三大主导产业带动下，2023 年经济增速进一

步提升，以 18.0%的 GDP 增速继续居全市首位。盐田旅游资源较丰富，大鹏新

区聚焦旅游、生物、海洋三大特色产业，两区经济体量虽相对偏小，但由于辖区

人口基数小，人均 GDP 处于高水平。 

财政实力：得益于高成长性企业集聚发展，深圳市产业经济创税能力强，财

政实力雄厚，地方综合财力主要来自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收入结构较稳健。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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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受上年低基数以及存在缓税补缴等一次性增收因素影响，全市税收收入增速大

幅提高，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保持较大规模，收入质量及持续性好，财政收支平衡

能力强。2023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4112.92 亿元，同比增长 2.5%，其中

税收收入 3467.68 亿元，同比增长 11.3%，较上年大幅回升 21.1 个百分点，税收

占比为 84.3%，较上年提升 6.7 个百分点；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为 82.1%，较上

年回升 1.8 个百分点。受土地市场持续低迷影响，深圳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延

续下降态势，但降幅有所收窄，对地方财力仍形成一定补充。2023 年，全市政府

性基金预算收入为 875.53 亿元，同比下降 14.7%，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721.52 亿元，同比减收 224.80 亿元。 

从下辖各区情况看，深圳市各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质量总体较好，除罗湖外，

其余各区税收比率处于高水平，但财政平衡能力分化较大。当年，宝安收入略超

南山，跃居全市榜首，南山则退至第二位；龙岗、福田居于其次，福田收入规模

于上年下跌后再次突破 200 亿元；龙华、罗湖、光明收入规模位于 100-170 亿元

区间，处于第三梯队，其余 3 区均在 82 亿元以下。增速方面，主要得益于增值

税的快速增长等带动以及罗湖非税收入高增，罗湖、坪山、大鹏、光明、龙岗和

宝安 6 区收入增速显著提升，处于 28%-58%区间；其中，罗湖收入增速在前两

年持续下滑基础上较上年显著提升 72.7 个百分点至 56.1%，居全市第一；其次是

坪山和大鹏，收入增幅超 42%；南山、福田、龙华、盐田收入增速处于 5%-12%

区间。从已公开数据看，2024 年前三季度，深圳市下辖区中光明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保持较高增速，大鹏增速有所放缓，南山收入基本与上年同期持平，罗湖转为

负增长。 

政府性基金收入方面，2023 年深圳市各区政府性基金收入小计1和增速分化

仍较大，仅宝安政府性基金收入小计超过百亿元，龙岗规模降至 92 亿元，光明、

福田、坪山、龙华规模在 50~80 亿元区间，其余辖区均在 30 亿元以下。得益于

土地出让收入增加等，当年大鹏增幅最为显著，增速近 480%；福田、盐田增速

亦较高，超 20%；罗湖、龙华降幅较大，超 60%，南山、坪山降幅在 25%以内。

整体来看，除大鹏、光明、坪山政府性基金收入小计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

相对较高外，2023 年其余各区政府性基金收入小计对区域财力的贡献度一般。 

债务状况：2023 年以来，为满足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提升的

需求，深圳市政府债务规模持续增长，且主要以专项债务为主。截至 2023 年末，

全市政府债务余额 2692.43 亿元，其中市本级 904.93 亿元；按照债务类型划分，

一般债务余额 132.80 亿元，专项债务余额 2559.63 亿元。得益于良好的经济基础

                                                             
1 本报告中，在分析深圳市下辖各区政府性基金收入时，系以政府性基金收入小计作为衡量指标，具体包

括政府性基金收入和相应的上级补助收入。 



区域研究报告 

3 

 

及财政实力，地方政府债务负担较轻，2023 年末全市政府债务余额仅为当年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0.65 倍。从下辖区看，2023 年深圳市下辖各区政府债务规模

持续增长，但政府债务余额仍相对较小，且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对债务的保障情

况看，各区债务偿付压力总体较轻。 

深圳市存续城投债规模小，偿债压力小，截至 2024 年 9 月末全市城投债余

额仅占 2023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3.0%；且城投债主要集中在市本级，同

期末除福田、龙岗有少量存续城投债外，其余区均无城投存续债。深圳市经济发

展水平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主体在市场化转型方面起步相对较早，且区域金融

资源丰富，基础设施建设或更多依赖市场机制和多元化资金来源，从而使得城投

债规模相对较小。 

一、深圳市经济与财政实力分析 

（一）深圳市经济实力分析 

深圳市毗邻港澳，是全国性经济中心城市、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城市、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具备优越的区位条件及政策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稳

居全国内地城市前列。深圳市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已形成高新技术、金融、物

流、文化四大支柱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增强，增长

后劲充足。2023 年全市经济恢复向好，经济增速明显回升，在一线城市中处于

高水平。当年，全市制造业投资增长强势，高技术产业投资活跃，基础设施投资

转为负增长；市场销售首次突破万亿，货物出口仍保持良好增势，外贸增长态势

总体向好。2024 年前三季度，深圳市工业生产快速增长，外贸进出口规模创历

史同期新高，经济稳步增长。同时，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

示范区“双区”建设逐步推进，深圳市发展前景可期。 

深圳市是广东省南部的海滨城市，毗邻港澳，地处珠江口东岸，东临大亚湾

和大鹏湾，西濒珠江口和伶仃洋，南边深圳河与香港相连，北部与东莞、惠州两

城市接壤。深圳市土地面积 1997.47 平方公里，海岸线总长 260.5 公里。截至 2023

年末，常住人口为 1779.01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12.83 万人。深圳市是粤港澳大

湾区核心引擎城市，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拥有世界级集装箱枢纽港、亚洲最大

陆路口岸、中国第五大航空港。作为国家计划单列市、经济特区以及广东省副省

级市，深圳市具有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近年深圳市以创新驱动城市发展，通

过对人才和创新型企业的强大吸引力，着力拓展产业发展空间，提升高新技术产

业竞争力，创新发展新动能不断壮大。2023 年，深圳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3.46

万亿元，经济总量继续居计划单列市首位、内地城市第三位；经济增速较上年回

升 2.7 个百分点至 6.0%，高于全国水平 0.8 个百分点，随着经济持续恢复，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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