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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馬

靜 北京報道）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

第十二次會議8日審議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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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地方政府債務限額6萬

億元（人民幣，下同），

用於置換存量隱性債務，

為地方政府騰出空間更好

發展經濟、保障民生。與此

同時，財政部部長藍佛安表

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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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億

元專門用於化債，累計可置換隱性債

務4萬億元。兩者合計直接增加地方

化債資源10萬億元，財政部估算未

來5年累計可節約地方利息支出

6,000億元左右，並幫助地

方暢通資金鏈條，增強

發展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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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
道）財政部部長藍佛安8日在全國人
大常委會辦公廳舉辦的新聞發布會上
介紹，目前，支持房地產市場健康發
展的相關稅收政策，已按程序報批，
近期即將推出。受訪專家指出，相關
政策料包括與取消普通住宅和非普通
住宅標準相銜接的增值稅、土地增值
稅政策，若政策出台，意味着北上廣
深豪宅交易目前需要繳納的稅費會大
幅節省，房地產企業需要繳納的土地
價款稅負也將減少，有利於進一步降
低居民購房成本、開發商稅費壓力，
促進樓市止跌企穩。
10月17日，財政部部長助理宋其超

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透露，財政部正
在抓緊研究明確與取消普通住宅和非
普通住宅標準相銜接的稅收政策，主

要包括增值稅和土地
增值稅。

業界看好二手豪宅市場
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院副院長嚴躍

進對香港文匯報指出，目前，在北上
廣深等一線城市，非普通住宅（豪
宅）增值稅在二手房交易中佔據了較
大比重，非普通住宅是按照全額的5%
或者增值部分的20%徵收。取消普通
住宅和非普通住宅標準相銜接的稅收
政策優化及調整後，非普通住宅交易
成本會大幅下降，這將有力促進購房
需求的釋放。
二手房交易中，過高的交易成本成

為從剛需到改善型置換的一個門檻。
以北京為例，當前仍約有兩成左右二
手住房為非普通住宅。個人出售2年

以上的普通
住宅，免徵增
值稅；而出售2年
以上的非普通住宅，
徵收差額增值稅，稅率
為 5%。相關稅收調整
後，將直接降低居民購房
成本。對房企而言，普宅非
普影響土增稅的預繳與實繳，
直接關係項目收益。以北京為
例，按普宅和其他兩分法清算項
目土增稅費，配套更新稅收政策有
助於降低企業成本。
廣東省城鄉規劃院住房政策研究中

心首席研究員李宇嘉也認為，調整增
值稅是為居民換房需求、改善型需求
降低成本。此外，土地增值稅預計將
取消預繳，直接轉到竣工驗收後的清
算環節，這將給開發商節約土地價款
1%—3%的稅負。總體上，降低稅
率、擴大優惠，有助於減輕房企稅費
壓力。
此外，市場亦預期下一步還會有更

多政策值得期待。如交易稅費中，契
稅可統一按1%徵收，印花稅在萬分
之五的基礎上也可以下調，二手房交
易個人所得稅 20%的稅率也有空
間。土地增值稅的預繳方式、預繳
金額也有優化空間。上海、重慶
的房產稅也應調整稅率和徵收
範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馬靜 北京報道）針對如何看待中國政府債務水平問題，財
政部部長藍佛安8日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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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舉債用途看，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形成了大量有效資產。總的來看，中國政
府還有較大舉債空間。
藍佛安引述數據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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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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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債將形成大量有效資產
「從舉債用途看，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形成了大量有效資產。」藍佛安
指出，中國地方政府債務主要用於資本性支出，支持建設了一大批交
通、水利、能源等項目，很多資產正在產生持續性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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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及下一步財政政策，藍佛安表示，一方面，持續抓好增量政策落
地見效。今年的增量政策力度大，對經濟的拉動效應正在顯現，不少
政策效應明年還會持續釋放。目前，支持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的相關
稅收政策，已按程序報批，近期即將推出。隱性債務置換工作馬上啟
動。發行特別國債補充國有大型商業銀行核心一級資本等工作，正在
加快推進中。專項債券支持回收閒置存量土地、新增土地儲備，以及
收購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方面，財政部正在配合相關部門研究
制定政策細則，推動加快落地。

積極利用可提升赤字空間
另一方面，結合明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實施更加給力的財政政

策。一是積極利用可提升的赤字空間。二是擴大專項債券發行規模，拓
寬投向領域，提高用作資本金的比例。三是繼續發行超長期特別國債，
支持國家重大戰略和重點領域安全能力建設。四是加大力度支持大規模設
備更新，擴大消費品以舊換新的品種和規模。五是加大中央對地方轉移支
付規模，加強對科技創新、民生等重點領域投入保障力度。

中國政府還有較大舉債空間
明年財策更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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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增6萬億地方債限額 置換存量隱性債務 另新增4萬億專項債

業界評價這是近年來力度最大的一次化債行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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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許宏才在當日人大常委會辦公廳舉辦的新聞發布會上介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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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堅決遏制新增隱性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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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6萬億元債務限額分3年安
排，2024—2026年每年2萬億元，支持地方用於置換各類隱性債
務。
藍佛安稱，此次置換政策意味着化債工作思路作了根本轉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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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藍佛安
強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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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增加6萬億債務限額空間外，藍佛安指，2024年開始，連續5

年每年從新增地方政府專項債券中安排8,000億元，補充政府性基
金財力，專門用於化債，累計可置換隱性債務4萬億元。再加上這
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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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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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性置換「一石二鳥」
至於化債政策對穩增長將如何發揮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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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耗了地方可用財力。在這種情況下，實施一次性大規模置換措施能
發揮「一石二鳥」作用。一方面是解決地方「燃眉之急」，緩釋地
方當期化債壓力、減少利息支出：近三年密集安排8.4萬億元置換
隱債，顯著降低了近幾年地方需消化的隱性債務規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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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估算5年累計可節約6,000億元左右。
另一方面，幫助地方暢通資金鏈條，增強發展動能。藍佛安表

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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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策協同發力為地方減壓
藍佛安在發布會上還首次披露2023年末全國隱性債務餘額14.3萬
億元，通過提高6萬億元債務限額支持化債、連續5年共安排4萬億
元新增專項債化債，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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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三大政策協同發力，有望
令化債壓力大大減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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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8日在北京舉行新聞發布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攝

近年中國化債路線圖近年中國化債路線圖
第一輪：2015-2018年
主要是落實《預算法》的要求，通過發行12.2
萬億元債券置換非債券形式的存量政府債務。此
輪置換的債務之前已納入政府債務管理，不屬於
隱性債務，僅是將非債券形式的地方債務轉化為
債券形式。

第二輪：2019年-2021年9月
主要是通過發行置換債券和特殊再融資債券開展
建制縣化債試點工作，合計置換債務規模達到
8,185.9億元。

第三輪：2021年10月-2022年6月
主要是推進北上廣全域無隱性債務試點。北京、
廣東和上海分別發行3,252.3億元、1,134.8億元
和654.8億元特殊再融資債券，合計發行規模達
到5,041.8億元，推進隱性債務清零。

第四輪：2023年10月以來
落實中央「一攬子化債」，截至今年10月底各
地合計發行特殊再融資債券超1.7萬億元。除特
殊再融資債券外，自2023年4季度以來，特殊
新增專項債券開始發行，其實際用途或為置換地
方隱性債務和清欠企業賬款。

●資料來源：粵開證券●中國直接增加地方化債資源10萬億元。圖為渝廈高鐵重慶東站施工現場。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