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萬億量級的一攬
子化債組合拳，不僅規
模勢大力沉，也透出諸

多新思路。從過去的應急處置向現在的主動化解
轉變，從點狀式排雷向整體性除險轉變，從隱性
債、法定債 「雙軌」 管理向全部債務規範透明管
理轉變，從側重於防風險向防風險、促發展並重
轉變。

自2015年新《預算法》實施後，發行債券成
為地方政府唯一合法舉債形式。債券納入預算管
理，屬於規範可控的顯性債務。而地方政府違規

融資擔保、平台公司借貸等隱性債務，則如同海
平面下的冰山，威脅經濟巨輪航行。

此次化債通過大幅提高債務限額，將地方隱
性債務，置換成地方政府債券形式的顯性債務，
公開透明，清除冰山暗礁；將短期限、高利率的
債務，置換成長期限、低利率的債務，降低債務
成本、緩解償債壓力、化解債務風險，讓地方政
府有序卸下包袱，輕裝上陣，在更大騰挪空間中
謀劃發展。這正是統籌安全與發展的應有之義。

如財政部部長藍佛安坦言，當前一些地方隱
性債務規模大、利息負擔重，存在 「爆雷」 風

險。可以說，這構成 「灰犀牛」 隱患。以往化
債，側重防風險，更偏重危機意識，尋求 「在化
債中發展」 ；而今次則轉變為 「防風險、促發展
並重」 ，更注重問題導向，尋求 「在發展中化
債」 。

「在化債中發展」 ，將化債作為頭號硬性任
務，是一種被動思路，在具體執行中易陷入僵化
的 「一刀切」 ，清理債務的同時卻令經濟 「發動
機」 熄火。而 「在發展中化債」 ，鬆綁 「發動
機」 ，激活內生動力，推動經濟回升向好，在動
態發展中增強經濟實力和償債能力，掌握主動

權，體現了可持續導向。
今次化債方案也再次清楚表明，中央對地方

債不兜底，而是以政策工具， 「授漁」 而不 「授
魚」 ，整體上增強地方自身 「化債」 機能，摒棄
「點狀式排雷」 和碎片化處置。一攬子方案裏，

分三年安排6萬億元限額置換地方政府存量隱性債
務，連續五年每年從新增地方專項債券中安排
8000億專用於化債，2029年及以後年度到期的2萬
億 「棚改」 隱性債務按原合同償還。三箭連發，
靶向精準，兼顧了不同節奏，以宏調靈活性，協
調推進逆周期和跨周期調節。

2029年及以後年度到期的棚戶區改
造隱性債務按原合同償還

6萬億元債務限額
置換地方政府存量隱性債務

是黨中央統籌考慮國際國內發展環境、確保
經濟財政平穩運行，以及地方政府化債實際等
多種因素，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是今年一系列
增量政策的 「重頭戲」

考 量

經中國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審議通
過，8日正式向社會公布

審 議

2024-2026年，每年2萬億元安 排

支持地方用於置換各類隱性債務用 途

債務置換後將大幅節約地方利息支
出，5年累計可節約6000億元左右

效 果

4萬億元新增專項債
新增地方政府專項債券

安 排

補充政府性基金財
力，累計可置換隱
性債務4萬億元

用 途

從2024年開始，連續
5年每年從新增地方政府

專項債券中安排8000億元

2萬億元棚改隱債

背 景 全國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餘額

截至2023年末：14.3萬億元

GDP佔比：67.5%
（註：按照2023年中國GDP初步核算數126.06萬億元計
算，考慮法定政府債務和隱性債務後的全國政府負債率）

政
策
預
期
效
果

總額大降

隱性債務總
額 消 化 ：
2028 年 之
前，從14.3
萬億元大幅
降至2.3萬
億元

負擔減輕

平均每年消
化 額 ： 從
2.86萬億元
減 為 4600
億元，不到
原來的1/6

收益顯現

產生持續性收益：
我國地方政府債務主
要用於資本性支出，支持
建設交通、水利、能源等
項目，既為經濟高質量發
展提供有力支撐，也是償
債資金的重要來源

資料來源：新華社、中新社

責任編輯：鄧泳秋 美術編輯：麥兆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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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三箭齊發10萬億化地方債
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 近年力度最大化債舉措

中
國
fb

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會
議8日審議通過近年來力度最大的化債
舉措，地方化債「三箭齊發」：安排6萬
億元（人民幣，下同）債務限額置換地
方政府存量隱性債務；從2024年開始，
連續五年每年從新增地方政府專項債券
中安排8000億元專門用於化債；2029
年及以後年度到期的棚戶區改造隱性債
務2萬億元，仍按原合同償還。三項政
策協同發力後，地方化債壓力將大減。

財政部部長藍佛安在全國人大常委
會辦公廳新聞發布會上表示，連續五年
每年從新增地方政府專項債券中安排
8000億元專門用於化債，累計可置換隱
性債務4萬億元，再加上全國人大常委
會批准的6萬億元債務限額，直接增加
地方化債資源10萬億元。總的看，推出
的是一攬子、綜合性、靶向準的化債
「組合拳」 ，作用直接、力度大。

大公報記者 馬靜、劉凝哲北京報道

縛住灰犀牛鬆綁發動機
北京觀察

馬浩亮

▲11月8日下午，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閉幕。趙樂際委員長主持閉幕會。
新華社

將不新增隱性債務作為鐵的紀律

地方消化隱性債務
每年額度減逾80%

從國際比較看，中國政府負債率顯著低於主要經濟
體和新興市場國家。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數據，

2023年末G20國家平均政府負債率118.2%，其中：日本249.7%、意
大利134.6%、美國118.7%、法國109.9%、加拿大107.5%、英國
100%、巴西84.7%、印度83%、德國62.7%；G7國家平均政府負債
率123.4%。同期我國政府全口徑債務總額為85萬億元（人民幣，下
同），其中國債30萬億元、地方政府法定債務40.7萬億元、隱性債務
14.3萬億元，政府負債率為67.5%。

中國政府負債率低於世界主要經濟體

話你知

2015年以來
地方隱性債務置換
第一輪債務置換

時 間：2015-2018年
用 途：主要是用地方置換債券

來置換非政府債券形式
的政府債務

總規模：約為12.2萬億元。

第二輪債務置換

時 間：2019年至2021年9月

用 途：以建制縣隱性債務風險
化解試點為主要載體

總規模：約7700億元。

第三輪債務置換

時 間：2021年10月-2022年6月

用 途：北上廣全域隱性債務清
零試點

總規模：約5042億元。

第四輪債務置換

時 間：2023年10月至今

用 途：特殊再融資債全面推廣使用 總規模：約2.6萬億元

資料來源：界面新聞

【大公報訊】記者馬靜、劉
凝哲北京報道：財政部部長藍佛
安8日在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
新聞發布會上表示，防範化解地
方政府債務風險，在解決存量
債務風險的同時，必須堅決
遏制新增隱性債務。財政
部將會同相關部門，持

續保持 「零容忍」 的
高壓監管態勢，對

新增隱性債務
發現一起、查
處一起、問
責一起。

主要從三個方面發力。
一是監測口徑更全。財政

部正會同有關部門健全信息共
享和監管協同機制，全口徑監
測地方政府承擔償還責任的債
務情況，動態分析，及時預
警、防範風險。關於融資平台
經營性債務，按照有關要求，
金融管理部門已經研究制定了
金融支持地方債務化解的政策
舉措，我們將積極配合抓好現
有金融支持政策落實。

二是預算約束更強。將不
新增隱性債務作為 「鐵的紀
律」 ，持續加強預算管理，督
促地方依法合規建設政府投資
項目；對未納入預算安排的政
府支出事項和投資項目，一律
不得實施，堅決堵住地方違法
違規舉債的途徑。

三是監管問責更嚴。強化
收集新增隱性債務線索，及時
掌握違規舉債新手段、新變
種，推動監管從事後 「救火補
漏」 向事前 「防患於未然」 延
伸。嚴格落實地方政府違規舉
債問責制。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趙樂際8日下午主持十四屆全
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閉幕會。在會議完成有關表
決事項後，趙樂際作了講話指出，會議作出關於批准
《國務院關於提請審議增加地方政府債務限額置換存量
隱性債務的議案》的決議。有關方面要認真貫徹落實黨
中央決策部署，按照決議要求，精準實施置換債券政
策，穩妥化解存量隱性債務風險，堅決遏制新增隱性債
務，切實加強政府債務管理和監督。

8日閉幕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表決通過《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批准〈國務院關於提請審議
增加地方政府債務限額置換存量隱性債務的議案〉的決
議》。議案提出，建議增加6萬億元地方政府債務限額
置換存量隱性債務。

化債工作思路有了根本轉變
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作委員會主任許宏
才介紹，議案提出，為便於操作、盡早發
揮政策效用，新增債務限額全部安排為專項
債務限額，一次報批，分三年實施。按此安
排，2024年末地方政府專項債務限額將由29.52萬
億元增加到35.52萬億元。議案已經全國人大常委會
批准，國務院財政部門將按程序盡早下達分地區限
額，地方政府將依法做好債券置換工作，各級人
大及其常委會將依法做好監督工作。

「安排6萬億元債務限額置換地方政府
存量隱性債務，是黨中央統籌考慮國際國
內發展環境、確保經濟財政平穩運行，
以及地方政府化債實際等多種因素，
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是今年一系
列增量政策的 『重頭戲』 」 ，藍佛安
表示。當前，一些地方隱性債務規模
大、利息負擔重，不僅存在 「爆雷」 風
險，也消耗地方可用財力。實施這樣一次大
規模置換措施，意味着化債工作思路作了根本
轉變：一是從過去的應急處置向現在的主動化解
轉變，二是從點狀式排雷向整體性除險轉變，三是
從隱性債、法定債 「雙軌」 管理向全部債務規範透明管
理轉變，四是從側重於防風險向防風險、促發展並重轉
變。從政策效應看，能夠發揮 「一石二鳥」 作用。

讓地方卸下包袱 增強發展動能
藍佛安表示，一方面解決地方 「燃眉之急」 ，緩釋

地方當期化債壓力、減少利息支出。這次置換，近三年
密集安排8.4萬億元，顯著降低近幾年地方需消化的隱性
債務規模，讓地方卸下包袱、輕裝上陣。同時，由於法
定債務利率大大低於隱性債務利率，置換後將大幅節約
地方利息支出。估算，五年累計可節約6000億元左右。

另一方面，幫助地方暢通資金鏈條，增強發展動
能。通過實施置換政策，一是將原本用來化債的資源騰
出來，用於促進發展、改善民生。二是將原本受制於化
債壓力的政策空間騰出來，可以更大力度支持投資和消
費、科技創新等，促進經濟平穩增長和結構調整。三是
將原本用於化債化險的時間精力騰出來，更多投入到謀
劃和推動高質量發展中去。同時，還可以改善金融資產
質量，增強信貸投放能力，利好實體經濟。

【大公報訊】記者馬靜、劉
凝哲北京報道：財政部部長藍佛
安8日在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
新聞發布會上表示，2028年之
前，地方需消化的隱性債務總額
從14.3萬億元大幅降至2.3萬億
元（人民幣，下同）。

藍佛安介紹，今年以來，受
外部環境變化和內需不足等因素
影響，經濟運行出現一些新的情
況和問題，稅收收入不及預期，
土地出讓收入大幅下降，各地隱

性債務化解的難度加大。
藍佛安表示，地方化債

「三箭齊發」 ，2028年前地方
需消化的隱性債務總額降至
2.3萬億元，平均每年消化額
從2.86萬億元減為4600億元，
不到原來的六分之一（相當於減
少逾80%），化債壓力大大減
輕。

據估算，地方依靠自身努力
化解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甚至有
些地方是比較輕鬆的。

▲中央 「三箭齊發」 化解地方
債，有助增強地方發展動能。圖
為蘭州新區化工園區一家化工企
業的精密儀器室。 新華社

地方化債三箭齊發
(單位：人民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