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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文根据笔者构建的财经形势分析与预测框架及方法 ,对今年一季度四川财政经济运行情况做

了初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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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季度 ,四川经济承接并延续了上年高位运行
的巨大惯性 , “高开快走”的势头明显。全省生产总

值(GDP)实现 1243.1 亿元 , 比上年同期增长 13.

2%,增幅上升 1.1个百分点 。一季度四川GDP 增

幅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3.5个百分点 ,居全国第 12

位和西部第 3位 。

图 1:2001 年以来四川各季度 GDP增速走势图

一 、总量及其表现

一季度 ,四川 GDP 增速比居全国第 1位的内

蒙古低 5.5个百分点 ,比居最后 1位的海南高 3.9
个百分点。其中 ,第一 、二 、三产业增速 ,分别位居

全国第 13位 、第 3位和第 21位 。除西藏暂未统计
外 ,四川GDP总量 、工业增加值 、地方财政收入 、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海关出口额等主要经济指标 ,
均居西部地区第 1位;其增速分别居西部第 3位 、

第3位 、第 9位 、第 4位和第 4 位。固定资产投资
总额仍雄位居西部第 1位 。

表 1:四川主要经济指标与全国的情况比较

实现值 增幅 增幅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GDP 1243.1 亿元 13.2% 3.5 个百分点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326.9 亿元 27.6% 9.9 个百分点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412.6 亿元 35.8% -7.2 个百分点

　　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346.4 亿元 42.7% -5.1 个百分点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563.8 亿元 12.4% 1.7 个百分点

出口总额 7.9亿美元 45.3% 11.2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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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以来 ,通过实施“三个转变”战略 ,我省民

营经济取得了迅猛发展 。民营经济增加值增长
19.2%,分别高出 GDP 总增幅和公有制经济增幅 6

个和 9.4个百分点 。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全省
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一季度民营经济对
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52.8%,上升 1个百分点 。

民营经济在 GDP 中的份额 ,分别比上年同期和上
年全年上升2个和1.4个百分点 ,达到 38.3%。

(一)经济景气指数情况 。随着经济发展外部
环境的改善和内生动力的增强 ,宏观经济持续走

好 ,供需双方对宏观经济的信心持续增强。一季
度 ,全省企业家信心指数为 128点 ,比上年同期上

升3.8个点 ,预计下期将比本期上升 0.6 点。其
中 ,建筑业 、房地产业 、交通仓储邮电通信业 、批零

贸易餐饮业的指数均比上年同期上升。除房地产
业外 ,预计下期还将在本期的基础上升高。一季度

企业景气指数 123.5点 ,比上年同期和上期均有所
下滑 ,预计下期将比本期上升 8.4点 ,除批零贸易
业外 ,其他主要行业的景气指数都将全面上扬 。受

物价上涨等因素的影响 ,工业生产成本及税后利润
指数 、贸易业销售额及税后利润均比上期下滑 ,预

计下期均有回升 。
(二)工业经济效益情况。一季度 ,全省工业经

济效益综合指数 133.9点 ,比去年同期提高 20.6
点。其中 ,工业五大支柱产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

149.3点 ,比去年同期增加 23.6点。资产贡献率和
成本费用利润率均提高了 1个多点 ,资本保值增值

率提高近 11个点 ,劳动生产率提高了 1.74万元/
人 ,资金周转率提高 0.19次 。全省完成产品销售
收入同比增长 35.0%,突破了前几年同期增长仅

在10%左右的格局。全省规模以上的企业盈亏相
抵后实现利润同比增长 72.2%;利润总额超过

1999年的利润总额 ,接近 2000 、2001年全年利润总
额 ,分别接近 2002年和 2003年全年利润总额的 1/

2和 1/3。实现的利润中有 7成来自股份制企业 ,8
成多来自五大支柱工业产业 。全省 21个市 、州全

部实现利润增长 。
(三)居民收入及消费状况 。受工薪收入提高

因素的影响 , 一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199.3元 ,居西部第 4 位;收入增长 12.3%,上升

6.8个百分点 ,增幅居西部第 7位。受工资性收入
和家庭经营现金收入分别增长 11.6%和 14%的有
力拉动 ,农民人均现金收入 663.4元 ,增收 72元 ,

增长12.2%,增收额和增幅均创近八年来 1季度农

民现金收入记录的新高。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615元 ,增长 10.4%。其中 ,食品消费支出占 40.
3%,与去年持平 ,支出增长 10.4%;娱乐教育文化

服务消费占 14.2%,支出增长 10.7%。农民人均
现金支出 597元 ,增长 11.7%。其中 ,食品支出占
24.0%,比去年略有增长;生产费用支出占 24.4%,

上升 0.5个百分点 。
(四)金融运行态势 。3月末 ,全社会金融机构

各项存款余额 7618.3亿元 ,新增加 383.8亿元 ,新
增 5.3%。其中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4672.7亿

元 ,新增加336.4亿元 ,新增7.8%。全社会金融机
构各项贷款余额 6106.9亿元 ,新增 3.3%。其中 ,

中长期贷款余额 2414.5亿元 ,新增 4.6%,高出总
贷款新增幅度 1.3个百分点 ,意味着社会中长期投

资和消费需求的增加。一季度 ,金融机构现金收入
5033.4亿元 ,增长 18.7%;现金支出 4968.9 亿元 ,

增长 19.1%,货币净回笼 64.6亿元。
(五)物价变动情况。受食品价格持续上涨的

推动 ,市场物价继续上涨。1-3月 ,居民消费价格

总指数同比上涨 2.3%,涨幅较 1-2月提高 0.3个
百分点。其中 ,食品类价格上涨 4.5%(粮食 、植物

油脂 、猪肉分别上涨 17.1%、18.6%和 13.1%)。
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价格上涨 5%,居住类价格上

涨 2.1%,服务项目价格上涨 2.5%。在生产领域 ,
物价变动情况也较明显。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

涨3.7%,其中:重工业和轻工业产品出厂价格同
比上涨 7.6%和-0.7%;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6.2%

(尿素 、烟煤 、天然气 、钢锭分别上涨 11.4%、4.
0%、3.5%、22.8%)。原燃料 、动力购进价上涨 6.
6%,农资价格上涨 5.6%。

二 、供需及其结构

一季度 ,农业生产增长明显 ,工业生产增势强

劲;投资增长加快 ,消费需求扩大 ,出口动力充足 ,
经济呈现快速增长的良好运行态势。

(一)“三次产业”情况分析
从供给的角度来看 ,工业的强劲增长带动了经

济的快速发展 。一季度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为 62.6%(民营经济的贡献率为 36.8%),其

中工业增长的推动作用明显 ,贡献率达到 51.8%,
带动经济增长 6.8个百分点。第一产业的贡献率
为4.8%(其中民营经济贡献率为 3.3%),第三产

业的贡献率为 32.6%(其中民营经济贡献率为 1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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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04 年 1 季度三次产业与去年同期情况比较

增长速度(%) 对 GDP增长的贡献率(%) 占 GDP的比重(%)

2004 年

1 季度

2003 年

1季度

04年上升

(个百分点)

2004 年

1季度

2003 年

1 季度

04 年上升

(个百分点)

2004 年

1 季度

2003 年

1季度

04年上升

(个百分点)

GDP 13.2 12.1 1.1

第一产业 4.4 4.2 0.2 4.8 5.3 -0.5 13.6 14 -0.4

第二产业 20.5 18.5 2 62.6 58.3 4.3 41.5 38.6 2.9

工业 20 17.6 2.4 51.8 47.8 4 34.6 32.5 2.1

建筑业 23.3 24.2 -0.9 10.8 10.5 0.3 6.9 6.1 0.8

第三产业 9.5 9.4 0.1 32.6 36.4 -3.8 44.9 47.4 -2.5

　　1 、第一产业情况。第一产业增加值 169.3 亿

元 ,增长 4.4%。其中民营经济增加值 66.93亿元 ,
增长 8.1%,高出一产总水平 3.7个百分点。受降
低农业税率 、粮食直补和中央 1号文件等农业政策

性利好消息和粮油价格上涨的刺激 ,农民种粮积极
性有所提高 ,农业结构调整稳步推进 。全省粮食作
物播种面积扩大 ,扭转了 1998年以来小春粮食面

积连续 5年下滑的趋势 。截至 3月末 ,粮食作物 、
油料种植面积分别增长 3.0%和 1.0%。种植业总
产值增速与上年基本持平 ,畜牧业 、林业总产值分

别增长 8.4%和 9.1%。虽然经历了“禽流感”浪
潮 ,畜牧业继续保持较快的发展势头 ,畜产品产量

全面增长 ,肉类结构进一步优化。全省肉类总产量
增长 7.0%。其中 ,猪肉产量增长 6.1%,所占比重
下降到 73.9%,下降 0.7个百分点;水产品产量增

长21.1%。
2 、第二产业情况。第二产业增加值 515.6 亿

元 ,增长 20.5%。其中 ,民营经济 240.71亿元 ,增

长27.2%,高出二产总水平 6.7个百分点 。建筑业
增加值 85.4亿元 ,增长 23.3%。全部工业增加值
实现 430.2亿元 ,增长 20.0%。其中 ,规模以上工

业实现增加值 326.9亿元 ,增长 27.6%,上升 4.4
个百分点;增速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9.9个百分点 ,
跃居全国第 2位 。从规模以上工业来看 ,重点地

区 、重点行业 、重点产品支撑作用增强 ,重工业增长
加快 ,股份制工业贡献突出 。一季度 ,成都 、绵阳 、

德阳 、攀枝花等 7个重点地区对全省工业增长的贡

献率达 65%。五大工业支柱产业完成增加值 252.
5亿元 ,增长 36.0%,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

率达 78%。在 92种重点产品统计中 ,有 81.5%的
产品产量增长。其中 ,发电量 、天然气分别增长14.
7%、5.9%,钢 、成品钢材 、水泥分别增长 25.9%、

52.2%、6.1%。重工业完成增加值 211.9亿元 ,增
长33.9%,提高 14.9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业比

重上升 4.7个百分点 ,达到 64.8%。股份制工业完
成增加值 203.2亿元 ,增长 33.5%,对工业增长的
贡献率达 60%;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上升 2.8个百

分点 ,达到 62.2%。
3 、第三产业情况。第三产业增加值 558.2 亿

元 ,增长 9.5%。其中民营经济 167.96亿元 ,增长

12.8%,高出三产总水平 3.3个百分点。一季度 ,
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增长 13.3%,批发和零售业增
加值增长 10.2%(回落 1.2个百分点),房地产业增

长 9.6%,与去年持平 。金融保险业增加值增长 9.
3%,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增长 6.2%。
一季度 ,四川商品房销售面积达到 294.58 万平方

米 ,增长 25.8%。其中 ,住宅销售面积占 90.4%,
销售面积增长 25.4%。在住宅销售中 ,销售给个人
的住宅面积占全省住宅销售的 98.4%(上升 2.9个
百分点),增长 29.2%。全省共完成货运量 、客运量

分别为 1.52亿吨 、3.90亿人次 ,分别增长 2.8%和
6.5%;货运周转量 、客运周转量分别为 192.09 亿
吨公里 、187.83 亿人公里 , 分别增长 13.3%和 8.

9%。同时 ,旅游业呈现加快发展的良好势头 ,实现
国内旅游收入 126.7亿元 ,增长 30%。其中 ,春节
黄金周旅游总收入达 20亿元 ,同比增长 56.1%,高

出全国平均增幅 40个百分点 。入境旅游逐步复
苏 ,外汇收入2975.5万美元 ,增长 24.1%。

(二)“三驾马车”情况

从需求的角度来看 ,投资 、消费 、净出口“三驾
马车”同向拉动经济快速增长 ,总投资和总消费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63.4%和 36.5%。其

中 ,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率达到 62.2%,拉动经济
增长 8.2个百分点。

1 、固定资产投资情况。一季度 ,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 412.6亿元 ,增长 35.8%,上升 7.5 个百分

点 。其中 ,民间投资 276.8亿元(占 67.1%),增长
34.7%。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346.4亿元 ,增长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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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上升 2.4个百分点。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 ,
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增长加快 ,房地产投资增
势大幅回落。基本建设投资增长 61.2%,上升 29.
6个百分点;更新改造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分别

增长 57.0%和 7.7%。从产业的角度看 ,第二产业
投资高速增长 ,一三产业增势不减 。第一 、第三产
业投资额分别为 4.6亿元和 211.4亿元 ,增长 22.
1%和 25.3%。第二完成投资 130.4亿元 ,增长 85.
3%。受电力等能源工业和原材料工业投资快速增
长的带动 , 工业投资增长势头强劲 , 共完成投资
129.3亿元 ,增长 84.3%。今年以来 ,电力 、石油和
煤炭等短缺行业投资在结构调整中明显加快。全
省能源工业投资 48.2 亿元 ,增长 1.8倍 ,其中:电
力 、石油和煤炭工业投资分别完成 39.6亿元 、5.1
亿元和 2.5亿元 ,分别增长 1.3倍 、71.8%和 65.
1%。原材料工业投资 28.8亿元 ,增长 55.4%。国

家对钢铁 、电解铝等行业投资增长过快实施的控制
措施在我省已收到一定成效 ,两大行业的投资增幅
也明显回落 。电解铝等有色金属冶压加工业投资
下降 25.5%;以钢铁为主的黑色金属冶压加工业投
资增幅回落34.8个百分点 ,但仍达 68%。五大支
柱产业投资在去年高速增长的基础上 ,继续大幅增
长 ,比全省城镇投资增速快 16.8个百分点 , 达到
59.5%,共完成 95.5亿元。从资金的到位情况看 ,
形势良好 。城镇投资本季资金到位 497.7亿元 ,增
长42.3%。其中 ,自筹资金(占 46.4%)增长 33.
4%,国内贷款(占 30.3%)增长 51.8%。

2 、消费品市场情况 。一季度 ,受工农业生产和

投资形势良好 、居民收入增长较快 、消费结构升级
加快等利好因素的驱动 ,消费品市场活跃 。物价的
全面上涨 ,特别是粮油肉菜类的上涨 ,也拉动了消
费品零售额规模的扩大。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563.8亿元 ,增长12.4%,上升 0.1个百分点 ,创
近五年同期增幅的最高记录。在消费品市场结构
中 ,农村市场零售增长有所加快 ,县和县以下的增
长均高于市的增长。在消费品零售总额中 ,市的零
售额增长 11.9%,县和县以下的零售额分别增长
12.9%和 12.8%。私营个体经济市场份额进一步
提高 。国有和集体经济零售额分别下降 1.7%、6.
1%,个体私营经济零售额增长 15.8%,占消费品零

售总额的比重由上年的 54.7%提高到 56.3%。一
季度 ,尽管遭受了禽流感等不利因素的影响 ,全省
餐饮业零售增势依然较强 ,实现零售额 103.6 亿
元 ,增长 19.2%,高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 6.
8个百分点。

3 、外贸出口和招商引资情况 。一季度 ,全省外
贸进出口总额 14.69 亿美元 ,增长 43.9%。其中 ,
出口 7.92亿美元 ,增长 45.3%;进口 6.78亿美元 ,
增长 42.3%,当期外贸顺差 1.14亿美元 ,增长 67.

6%。比上年形势不同的是 ,今年出口和进口均出
现高速增长 ,出口和进口增幅分别上升 25.5 个和

8.3个百分点;出口增幅高出进口增幅 3个百分点 ,
扭转了上年同期出口增幅大大低于进口增幅的局

面 。一季度 ,全省合同外资金额 1.90亿美元 ,增长

5.6%;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 0.70亿美元 ,下
降 21.7%;新签合同项目个数 73个 ,增长 15.9%。

三 、财政及其收支

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经济质量的改善 ,为财政收
入的增长提供了优质的税源基础。一季度 ,全省地

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增长 19.4%,完成预算进度达
到了近五年同期最好水平 。良好的预算执行开局 ,
为完成全年收支预算和收支平衡任务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
(一)财政收入情况
1 、地方一般预算收入情况

一季度 ,全省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81.0 亿
元 ,增加 12.7亿元 ,增长 19.4%,下降 6.9个百分
点 。从收入类型看 ,税收收入 66.4 亿元(占 81.

9%),增长 18.5%;非税收性收入 14.6亿元 ,增长
24.5%。从分级次情况看 ,省级收入 28.0亿元(占
34.5%),增加 4.4亿元 ,增长 20.1%;在市州级收
入中 ,仅成都 、绵阳 、德阳三地就占了全省市州总收

入的 53%。
(1)税收性收入
一季度 ,金融保险和其他行业营业税全面增

收 ,全省营业税增长 14.0%。其中 ,金融保险业营
业税增长 34.9%。建材 、化工 、酒业 、煤炭 、钢材 、机
械及交通运输设备等需求旺盛 ,带动了增值税的快

速增长 。一季度增值税增速达到 22.6%。由于企
业经济效益明显好转 ,企业所得税尤其是股份制企
业 、港澳台和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呈现高速增长态

势 。企业所得税增长 31.8%。受行政事业单位增
加工资和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 ,个人所得税继
续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 ,增长 17.8%。

随着经营城市战略的实施和房地产销售市场

的持续升温 ,土地交易和房产交易趋于活跃 ,土地
增值税和契税增长迅猛。土地增值税增长 123.

6%,契税增长48.1%,资源税增长 36.7%。受停征
农业特产税政策的影响 ,农业特产税减少 70.5%。

与前两年同期相比 ,今年 1季度非税收入对一

般预算收入增长的推动力增强。今年税收收入占

一般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81.9%,分别比前年和去年
同期下降 2.9个和 2.3个百分点 。从近三年 1 季

度的情况看 , 增值税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逐年提

高 ,而个人所得税因规模的限制 ,呈现下降趋势 。
营业税仍然保持了地方税种的主体地位 ,在税收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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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的比重比上年同期略有下滑 ,但仍高于 2001年

和2002年同期水平。企业所得税高出去年同期 2.

3个百分点。同时 ,一些小税种正在逐步成长。从
2001-2004年各年 1 季度的情况看 ,契税 、土地增
值税 、印花税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逐年提高 ,分别
提高了3.1个 、0.6个和 0.4个百分点 。

从今年 1季度的情况看 ,营业税 、增值税和企
业所得税既是税收收入的三大主体 ,也是税收收入

增长的三大主要动力。这三项收入合计及其增收
额 ,在税收总收入及其增收额中的比重均为 72.
6%。同时 ,契税今年已经成为推动税收增长的第4

大动力 ,其增收额占税收总增收额的比重超过了
10%。

(2)非税收性收入

由于各市州加快了国有经济战略调整步伐 ,加
大了对国有资产经营收益收缴入库力度 ,国有资产
经营收益增长 102.5%。同时 ,受罚没收入大幅增
长和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稳步增长的推动 ,一季度
全省非税收入增长 24.5%。其中:行政性收费收入
增长 19.1%,回落 66个百分点;罚没收入增长 23.

6%,上升 7.5个百分点。
2 、基金收入情况
由于今年养路费收入入库时间比上年提前 1

个月 ,同时受经营城市战略实施所致的土地有偿使
用收入增加的影响 ,一季度基金收入继续保持高速
增长。全省基金收入 18.0亿元(省级占 52.9%),

增长 87.9%,增幅下降 18.7个百分点 。其中 ,养路
费收入增长57.0%。随着交通运输业进一步繁荣 ,
公路客货运附加费收入也出现大幅增加 ,增长 56.
4%。农业部门基金收入增长近 11倍 。国有土地
使用权有偿使用收入增长 151.1%,城镇公用事业
附加收入增长 113.9%。

3 、上划中央收入情况
上划中央“两税”完成 55.5亿元 ,增长 24.2%。

上划中央所得税收入 17.5 亿元 ,增长 31.8%。
(二)财政支出情况
1 、一般预算支出
一季度 ,全省财政一般支出 125.8亿元 ,增长

12.8%,下滑 2.7个百分点。其中 ,省级支出 18.2
亿元(占 14.4%),增长 6.3%。受行政事业单位在
职职工加薪和离退休人员离退费用标准调高因素

的推动 ,一季度行政管理费和离退休支出均出现大
额大幅增长 ,两项支出增幅均超过了18%。受调资
等因素影响 ,教育支出增长 8.0%。一季度支出增

长的三大动力业主要来源于这三项 ,占了支出总增
额的六成多。受公检法司经费保障制度改革以及

公务员工资上调因素的影响 ,公检法司支出增长也
较快。除这四项支出外 ,其余支出项目增加值均低

于 1亿元 。其中 ,有农业支出 、社保补助支出 、医疗
卫生支出 、工交等部门事业费和其他部门事业费支
出增加值超过 0.5亿元 。为缓解“三农”问题而着
重突出的农业发展 、为解决就业和社会问题而重点
保障的社保补助 、为缓解县乡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滞
后而重点抓的医疗卫生事业等三项重点支出 ,分别

增长 34.6%、18.8%和 18.1%,分别高出一般支出
增幅 21.8个 、6个和 5.2个百分点 。

2 、基金支出
全省基金支出 12.6亿元 ,增长 48.6%,增幅上

升 36.4个百分点。其中 ,省级基金支出增长 39.
9%。一季度 ,养路费支出增长 29.1%;公路客货运

附加费支出增长 56.4%。城市土地开发建设支出
增长 69.2%。城镇公用事业附加支出增长 93.
8%。

(三)当期财政收支平衡情况
2002-2004年各年 1季度 ,一般预算收支当期

自给程度(当期收入/当期支出)逐步提高 ,由 52.

1%上升到 64.4%,提高了 12.3个百分点;当期收
入与支出间差距也在逐步缩小 ,由 47.6 亿元下降
到 44.8亿元。2001-2004年各年 1 季度 ,除 2002

年外 ,其余 3年基金收支当期均出现盈余 ,而且盈
余额逐年提高 ,由 2001年的 0.5 亿元上升到今年
的 5.5亿元 。基金当期支出占当期收入的比重由

89.7%下降到 69.7%,下降了 20个百分点 。从财
政收支增幅的角度看 , 2001-2004年各年 1季度 ,
除了2002年外 ,其余 3年一般预算收入和基金收

入增幅均高于其支出的增幅 。2004年 1季度一般

预算收入和基金收入增幅 , 分别高出其支出增幅
6.6个和 39.3个百分点 ,但落后于上年同期该指标

4.2个和 55.1个百分点 。
(本文系财经形势分析与预测之阶段性成果。在本文

形成过程中 , 熊建中先生和杨治刚先生提供了无私的帮助 ,

谨致谢忱。除另有说明外 , 本文所进行的比较均与上年同

期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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