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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张志华  周 娅  尹李峰

澳 大利亚从 1901 年联 邦政 府成

立之初便开始探索地方政府债务管

理，先后实行过自由竞争、严格管制、

市场运作等多种管理模式，积累了不

少经验教训，逐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

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系。近年来，澳

大利亚地方政府坚持“非负债经营”的

理财理念，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相对较

小，政府资产负债率较低，地方财政

运行情况良好。2005—2006 财年，澳

大利亚各州一般政府部门负债率约为

1.8%。预计 2007—200 8财年，这一比

率将维持在 2%左右。

（一）举债权限。澳大利亚规定，

经财政部长批准，地方政府可以通过

透支、贷款或其他方式举借债务。地

方政府通过举债所筹资金，一般用于

基础设 施等资本性项目。为保障地方

政府及时偿还所借债务，地方议会在

举债时需要提供相应的担保。

（二）管理机构。1927年，根据澳

大利亚联邦宪法的有关规定，澳大利

亚借款委员会正式成立，其成员包括联

邦、州和自治区的财政部长共九人，联

邦财政部长担任主席。该委员会负责协

调、监督和管理公 共部门（包括地方政

府）债务。借款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为

各州和联邦政府制定总体借款融资计

划；对借款计划进行审查，并协调和确

定政府的具体借款融资计划；负责审查

各级政府呈报的报告和年度报告，并

鼓励和支持金融资本市场对整个借款

融资及其使用情况实施监督等等。

（三）风险控制。为了应对地方政

府债务的风险，澳大利亚逐步形成了

以预算管理、规模控制、信用评级、透

明度要求、债务化解为内容的风险管

理基本框架。

一是预算管理。联 邦政府和州政

府需向借款委员会陈述下一财政年度

的净融资需求。借款委员会审查联 邦

政府和各州政府的提议，分析各级政

府的财政状况、合理的基础设 施建设

需求及其对国家宏观经济的影响。如

果为适应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要求，

需进行债务预算调整，委员会将内部

商定此类调整的性质及其在各政府中

的债务分配情况。

二是规模控制。借款委员会为限

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采取了以下措

施：首先，规定各地呈报借款申请。借

款申请必须包括一般政府、非金融公

共部门的现金赤字（盈余）、为政策目

的进行的金融资产投资净现金流量等

内容。其次，设 立规模控制线。由借

款委员会分配的借款额度与预算报告

中的借款额度之间的差额，以及本年

度借款实际发生额与预算报告中的借

款额之间的差额，均不得超过本级政

府非金 融公 共部门收 入 的 2%，若突

破此限制，地方政府需向借款委员会

作出必要解释，并将其公 开。在向借

款委员会呈报的借款计划中，州和自

治地区必须提供风险信息，且在其预

算中反映借款委员会所批准的借款分

配情况。地方政府需要报告有私营部

门介入、运营期在 10 年以上（包括 10

年）、项目总负债大于 500 万澳元的基

础设 施建设项目中的政府到期债务情

况。在基础设 施建设领域构建良性的

公 私合作伙伴 关系，并在综合考虑风

险和绩效的基础上，对基础设 施项目

借款融资实行分类管理。

三是信用评级制度。当前，澳大利

亚对地方政府借款 融资的监督管理，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市场信用评级

制度。标准普尔等国际知名信用评级

机构为各级政府提供客观、公正和公

平的信用评级服务，从而有助于确定

各级政府借款的利率水平。一般情况

下，债务余额较少，信用等级高，可以

较低 成本筹集资金；相反，信用等级

低，则可能承担较高成本，且 筹资数

额受限。良好的信用等级将会为基础

设施建设 融资提供强大的信用保证。

当然，市场规则也存在局限性：对于那

些财政状况不佳的地方政府来说，在

纯粹的市场规则下，其借款融资成本

相对较高，甚至难以筹集所需借款。

这就需要联邦政府的支持与协调，以

弥补市场规则的不足。

四是透明度要求。公 开包括债务

在内的政府财政状况已成为世界范围

内财政风险管理的一种趋势。澳大利

亚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地方政府债务报

告制度，地方政府必须将借款委员会

批准的借款分 配及其调整情况真实、

完整地反 映在地方政府预算报告中。

报告方式遵循澳大利亚会计标准体系

和政府财务标准体系共同框架确定的

原则。澳大利亚州政府要求地方政府

除了报告直接债务外，还需要披露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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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负债。如维多利亚州要求州国库局在

其向议会和公众提交的年度和半年度

预算审议草案中包括有关风险的报告。

此报告必须详细解释影响州财政状况

的主要因素。各州政府还需定期向借

款 委员会提交筹资战略 与平衡规 划，

并由借款 委员会 进行审查和综合平

衡。如果需要进行 调整，州政 府将与

借款 委员会进行谈判协调，在取得原

则一致的基础上，并在各方可接受的

限度内，允许各州拥有一定的灵活性。

此外，各州还要将借款融资及其使用

情况，按照借款委员会确定的统一要

求，严格进行季度报告和年度报告等。

五 是债务 化 解。部分地方 政 府

采取了各具特色的化解债务的政策措

施，效果比较明显。如墨 尔本市，通

过金融资产私有化成为澳大利亚第一

个无债务的首府城市。该市通过出售

其主要金融资产
——

城市电力公 司，取

得了 2.6 亿 澳元的收入，这部分收入

没有直接用于偿还债务，而是被分配

到各个主要的资本项目中去，给市政

府带来了巨额的商业利润，使政府消

除了负债，降低了税负，确保了城市主

要的工 程投资得以维持。再如代阿比

提市，通过增加税收提前实现零负债

目标。由于 20 世纪 60 年代进行 了大

量的基础设 施建设，代阿比提市政府

积累了巨额债务，债务利息的偿还给

市政府造成了巨大的财政负担。在这

种情况下，市政府毅然决定放弃贷款

融资，代之以增加税收的措施来满足

基础设 施建设 融资的需求，使该市提

前 4 个月实现了零负债目标。昆士兰州

将信用评级制度和报告制度引入国有

企业债务管理，并严格履行与国有企

业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得对国有企业

债务的管理有章可循。按照该州《 国有

企业法》规定，各国有企业必须雇佣

一家独立的信用评级机构，至少每三

年作一次全面的信用评估，以确保其

具备债务的举借及偿还能力。该法还

规定若国有企业举借的债务不代表州

利益，州政府将不给任何一家国有企

业的负债提供担保。该州政府还对其

国有企业债务实行严格的报告审批制

度，这为政府实现多种政策目标提供

了极大的便利。另外，州政府还设立了

国 有企业借款项目限额，对国有企业

及其分支机构的各项债务资金进行严

格的规模控制。以上措施的实行，规

范了昆士兰州政府国有企业的举债行

为，为进行良好的债务管理提供了强

有力的保障。

（ 作者单位 ：财政部预算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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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周 娅  张志华  尹李峰

新西兰属于君主立宪制国家，有

着发达的经济和以英国国会制度为基

础的政 府结构。长期以来，新西兰地

方政府坚持“非负债经营”的理财理念，

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相对较小、资产负

债率低、地方财政运行情况良好。从目

前到 2012—2013 财年，地方政府债务

总额预 期增加 60%，达到 48 亿 新元。

但地区之间情况不一，有 22 个地方政

府债务水平保持不变或有所下降，没

有长期负债的地方政 府将由目前的 6

个增加到 8 个。

制度约束模式下的内、外债管理

新西 兰地 方政府在财政上具 有

高度独立性，不受中央政府过多的行

政约束。地方政府举债行为主要基于

法律 法规的约束以及市场秩 序的调

节。是否举债、举债额度如何在很 大

程度上受制于相关法律规定、自身资

金 需求状况以及金融市场运作情况。

《1956 年地方政府债务法案》明确规

定地方债务的举债主体为市和自治市

议会、乡议会、镇议会 等。地方政府

举债权由《 地方政府法》授予，该法案

明确规定，地方政府必须根据本级 政

府的长期或年度计 划确定其债务规

模。新西兰地方政府的内、外债管理

属于典型的制度约束模式。多次修订

的《 1956 年地方政府债务法案》对新

西兰地方政府的举债方式和债务资金

用途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和说明。

地方政府采用发行债券的方式举

借债务。每一笔特别用途的债务都需

发行（或部分发行）单支或多支债券。

而其借款 则主要用于支付旧资产的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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