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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万亿元！地方化债“三箭齐发”
2028年之前，地方需消化的隐性债务总额将从14 . 3万亿元降至2 . 3万亿元

新华社北京1 1月8日电 8
日，地方化债“三箭齐发”：安排6
万亿元债务限额置换地方政府存
量隐性债务；从2024年开始，连续
五年每年从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中安排8000亿元专门用于化
债，累计可置换隐性债务4万亿
元；2029年及以后年度到期的棚
户区改造隐性债务2万亿元，仍按
原合同偿还。三项政策协同发力
后，地方化债压力将大大减轻。

这是记者从十四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新闻发布会
上了解到的。

当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批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增加
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
债务的议案>的决议》。

议案提出，为贯彻落实党中
央决策部署，在压实地方主体责任

的基础上，建议增加6万亿元地方
政府债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

“安排6万亿元债务限额置换
地方政府存量隐性债务，是党中
央统筹考虑国际国内发展环境、
确保经济财政平稳运行，以及地
方政府化债实际等多种因素，作
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今年一系
列增量政策的‘重头戏’。”财政部
部长蓝佛安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除了“6万亿元”，化债政策还

有“增量”。
蓝佛安介绍，从2024年开始，

连续五年每年从新增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中安排8000亿元，补充政
府性基金财力，专门用于化债，累
计可置换隐性债务4万亿元。

“再加上这次全国人大常委
会批准的6万亿元债务限额，直接
增加地方化债资源10万亿元。”蓝
佛安说。

此外，2029年及以后年度到

期的棚户区改造隐性债务2万亿
元，仍按原合同偿还。

“上述三项政策协同发力，
2028年之前，地方需消化的隐性
债务总额从14 . 3万亿元大幅降
至2 . 3万亿元，平均每年消化额
从2 . 86万亿元减为4600亿元，不
到原来的六分之一，化债压力大
大减轻。”蓝佛安说，总的看，推出
的是一揽子、综合性、靶向准的化
债“组合拳”，作用直接、力度大。

地方化债资源直接增加10万亿元，这一增量政策“重头戏”意味着什么？

为地方政府腾出空间更好发展经济、保障民生
11月8日，十四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闭幕。会议
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
于批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增
加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存量
隐性债务的议案》的决议。财政
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情况，并答
记者问。

帮助地方畅通资金链条
增强发展动能

在8日下午举行的全国人大
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发布会上，全
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
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介绍，议案提
出，为便于操作、尽早发挥政策
效用，新增债务限额全部安排为
专项债务限额，一次报批，分三
年实施。按此安排，2024年末地
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将由29 . 52
万亿元增加到35 . 52万亿元。财
政部拟定了2024年地方政府专
项债务限额调整方案(草案)。

许宏才表示，议案已经全国
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财政部
门将按程序尽早下达分地区限
额，地方政府将依法做好债券置
换工作，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将
依法做好监督工作。

这次置换能释放多大的政
策效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
示，当前一些地方隐性债务规模
大、利息负担重，不仅存在“爆
雷”风险，也消耗了地方可用财
力。在这种情况下，实施这样一
次大规模置换措施，意味着我们
化债工作思路作了根本转变：

一是从过去的应急处置向
现在的主动化解转变；二是从点
状式排雷向整体性除险转变；三
是从隐性债、法定债“双轨”管理
向全部债务规范透明管理转变；
四是从侧重于防风险向防风险、
促发展并重转变。

从政策效应看，能够发挥
“一石二鸟”作用：

一方面，解决地方“燃眉之
急”，缓释地方当期化债压力、减
少利息支出。这次置换，近三年
密集安排8 . 4万亿元，显著降低
了近几年地方需消化的隐性债
务规模，让地方卸下包袱、轻装

上阵。同时，由于法定债务利率
大大低于隐性债务利率，置换后
将大幅节约地方利息支出。我们
估算，五年累计可节约6000亿元
左右。

另一方面，帮助地方畅通资
金链条，增强发展动能。通过实
施置换政策，一是将原本用来化
债的资源腾出来，用于促进发
展、改善民生。

二是将原本受制于化债压
力的政策空间腾出来，可以更大
力度支持投资和消费、科技创新
等，促进经济平稳增长和结构调
整。

三是将原本用于化债化险
的时间精力腾出来，更多投入到
谋划和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去。

同时，还可以改善金融资产
质量，增强信贷投放能力，利好
实体经济。

解决存量债务风险同时
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

下一步财政部将采取哪些
措施防止新增隐性债务，从根本
上解决隐性债务问题?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防
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在解
决存量债务风险的同时，必须坚
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财政部将
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保持“零容
忍”的高压监管态势，对新增隐
性债务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问
责一起。主要从三个方面发力。

一是监测口径更全。财政部
正会同有关部门健全信息共享
和监管协同机制，全口径监测地
方政府承担偿还责任的债务情
况，动态分析、及时预警、防范风
险。关于融资平台经营性债务，
按照有关要求，金融管理部门已
经研究制定了金融支持地方债
务化解的政策举措，我们将积极
配合抓好现有金融支持政策落
实。

二是预算约束更强。将不新
增隐性债务作为“铁的纪律”，持
续加强预算管理，督促地方依法
合规建设政府投资项目；对未纳
入预算安排的政府支出事项和
投资项目，一律不得实施，坚决
堵住地方违法违规举债的途径。

三是监管问责更严。强化收
集新增隐性债务线索，及时掌握
违规举债新手段、新变种，推动
监管从事后“救火补漏”向事前

“防患于未然”延伸。严格落实地
方政府违规举债问责制。

同时，我们将不断完善地方
政府债务管理，加快建立同高质
量发展相适应的中国特色债务
体系。

积极谋划下一步财政政策
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

置换存量隐性债务政策实
施之后，我国政府的债务情况是
怎样的？下一步财政政策有什么
新的考虑？

财政部负责人表示，一是从
国际比较看，我国政府负债率显
著低于主要经济体和新兴市场
国家。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
计数据，2023年末G20国家平均
政府负债率118 . 2%，其中：日本
249 . 7%、意大利134 . 6%、美国
118 . 7%、法国109 . 9%、加拿大
107.5%、英国100%、巴西84.7%、印
度83%、德国62 . 7%；G7国家平均
政府负债率123 . 4%。同期我国政
府全口径债务总额为85万亿元，其
中，国债30万亿元，地方政府法定
债务40.7万亿元，隐性债务14 . 3万
亿元，政府负债率为67 . 5%。

二是从举债用途看，我国地
方政府债务形成了大量有效资
产。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主要用于
资本性支出，支持建设了一大批
交通、水利、能源等项目，很多资
产正在产生持续性收益，既为经
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也
是偿债资金的重要来源。

总的看，我国政府还有较大
举债空间。

目前我们正在积极谋划下
一步的财政政策，加大逆周期调
节力度。

一方面，持续抓好增量政策
落地见效。今年的增量政策力度
大，对经济的拉动效应正在显
现，不少政策效应明年还会持续

释放。我们将加力推进相关工
作，已经出台的抓好落地实施，
尚未出台的尽快推动出台。目
前，支持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
相关税收政策，已按程序报批，
近期即将推出。隐性债务置换工
作，马上启动。发行特别国债补
充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核心一级
资本等工作，正在加快推进中。
专项债券支持回收闲置存量土
地、新增土地储备，以及收购存
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方面，
财政部正在配合相关部门研究
制定政策细则，推动加快落地。

另一方面，结合明年经济社
会发展目标，实施更加给力的财
政政策。

一是积极利用可提升的赤
字空间。

二是扩大专项债券发行规
模，拓宽投向领域，提高用作资
本金的比例。

三是继续发行超长期特别
国债，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和重点
领域安全能力建设。

四是加大力度支持大规模
设备更新，扩大消费品以旧换新
的品种和规模。

五是加大中央对地方转移
支付规模，加强对科技创新、民
生等重点领域投入保障力度。

据中国政府网、新华社

葛解读

今年以来，历下区文化和旅游局
全面推动辖区文旅行业领域安全生
产工作和消防工作走深走实。累计出
动监管人员700余人次，督导文旅企
业800余家次，排查各类安全生产和
消防问题隐患310余处，针对密集型
场所开展“解剖式”现场检查，集中排
查问题隐患48处，警示、培训、考核重
点文旅企业39家。

突出抓好消防、特殊作业等18个
重点领域治理工作，对景区周边电动

“花车”进行专项治理，对重大隐患动态
清零。深入开展文旅行业城镇燃气专项
整治行动，建立专职消防队伍33个，专
职消防人员1000余人。

(通讯员 崔龙 刘倩)

排查隐患300余处

历下文旅紧绷“安全弦”
为进一步提高城市精细化管

理水平，近期，济南市市中区十六
里河街道城管委联合区执法局十
六里河执法中队常态化开展“门
前五包”管理。城管执法人员定期
开展上门宣讲，不断增强沿街商
户“门前五包”责任意识，督促商
户自觉加强对责任区的日常维护
与管理。同时联合社区城管工作
站落实日常巡查制度，对巡查中
发现的店外经营、乱贴乱画、乱堆
乱放、非机动车随意停放等乱象
及时进行规范纠正，切实改善街
面环境秩序。

(许婷婷)

十六里河：常态化推进

“门前五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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