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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由城市月人均 445元、农村年人均 3412元提高到 484

元和 3734元。四是支持改善群众居住生活条件。筹措拨付

资金 81.8亿元，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暖房子”、农村厕
所改造、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和农村危房改造工程

建设、冬季清洁取暖等。

四、统筹发展社会事业

一是支持教育优先发展。筹措拨付资金 164.5亿元，扩
大学前教育资源，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提高公

办普通高中经费保障水平，支持发展特色现代职业教育和

高等教育强省建设等。二是支持加快科技创新，筹措拨付资

金 20亿元，用于加强基础应用研究，促进科技成果加快在

省内转化应用；启动实施科技小巨人企业培养行动，引导

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医药健

康产业加快发展，培育新经济和新业态。三是推进医疗卫生

事业体制改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财政补助标准由人均 420元提高到 450元。四是支持文化

体育事业发展。筹措拨付资金 25.9亿元，用于现代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文化遗产保护和优秀文艺作品创作生产、文

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体育产业发展，实施全民健身计划和开

展冰雪强省建设等。

五、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一是推进省以下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以省政府

文件印发《吉林省推进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

革方案》，从推进省与市县财政事权划分、完善省与市县支

出责任划分、推进市县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等三

个方面，明确了改革的主要内容。二是调整完善省与市县

收入划分体制。省政府印发《关于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调

整省与市县收入划分过渡方案》，在保持现有财力格局总体

稳定的前提下，统一规范了省与市县增值税分享比例，健

全完善了省对市县促发展激励机制。三是印发《关于实施支

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若干财政政策》，从七个方面制定

了 22条具体政策措施，为加快推进吉林省农业转移人口市

民化进程，提供了财政政策保障。四是加强预算绩效管理。

进一步完善制度，强化绩效目标审核，扩大绩效评价范围，

对 54个项目支出开展了绩效评价，涉及资金 24.88亿元，对
60个部门开展了部门支出绩效评价。五是加强省级专项资

金管理。省政府印发《关于切实提高省级专项资金精准性和

有效性的意见》，对现有 22项省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进行

了重新修订。六是设立PPP引导基金。与中国PPP基金合作
设立吉林省中政企合作基金，吉林省出资 5亿元，争取国家

资金 40亿元，已形成总量 125亿元的 PPP基金规模，放大
25倍。七是加强政府债务管理。健全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

应急处置机制，省政府印发《吉林省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

置预案》，多渠道筹集资金消化存量债务，逐步降低政府债

务风险。

六、推进税费改革

一是做好“营改增”试点工作。吉林省“营改增”试点

工作运行平稳有序，成效显著。截至 2017年底试点纳税人

比推开时增加 15万户。二是排污费改征环境保护税。吉林

省环境保护税适用税额已于 2017年 12月 1日，经吉林省

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确定环境保护税应税大气污染物税额标准执行每污染

当量1.2元，应税水污染物税额标准执行每污染当量1.4元，
明确环境保护税开征后，将不再征收排污费，征收主体为

地方税务部门，税收收入为地方固定收入，省与市县按

三七分成，为环保税开征做好充分准备。三是落实国家和

省税费优惠政策。吉林省按规定取消政府性基金 2项，调

整 4项政府性基金相关政策，落实取消停征中央设立的行

政事业性收费项目 26项，降低 1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

至年底，吉林省共有政府性基金 20项，全部为国家级项目，

共有行政事业性收费 40项，其中，省级收费 4项（均为非

涉企项目），国家级收费 35项，同时属于国家级项目和省

级项目的收费 1项。

                          （吉林省财政厅供稿，张  雪执笔）

黑龙江省

2017年，黑龙江省生产总值实现 16199.9亿元，比上年
增长 6.4%。其中，第一产业 2968.8亿元，增长 5.4%；第二
产业 4289.7亿元，增长 2.9%；第三产业 8941.4亿元，增长
8.7%。全省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完成 11079.7亿元，增
长 6.2%。全省实现进出口总值 189.4亿美元，增长 14.5%。全
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099.2亿元，增长8.3%。全年居
民消费价格（CPI）上涨 1.3%。

一、坚持以旬保月、以月保季、以季保年抓收支，
财政支撑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

（一）深入挖掘增收潜力。推动出台并严格落实《黑龙

江省税收保障条例》《黑龙江省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条例》，各

级财政与国税、地税和非税收入执收部门，强化横向同步联

动、纵向协同配合，依法依规挖潜增收，一举扭转了财政收

入连续两年下滑态势，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243.2
亿元，增长 11%。财政、税务、审计、工商、公安等部门通力
配合，扎实推进建设全省统一的涉税信息保障平台，进一步

夯实税收信息化管理基础。

（二）加强财政支出管理。完善落实加快支出进度长效

机制，坚持周统计、月通报，进一步压实支出主体责任，加

快预算资金分解下达，加速重点工程项目实施，加大盘活存

量资金力度，提高项目资金结算和财政资金拨付效率，预算

执行均衡性、时效性进一步增强。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

成 4640.7亿元，增长 9.8%。
（三）确保各级财政收支平衡。克服收支矛盾，加大对

上争取力度，中央财政补助转移支付额度、核定黑龙江省

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进一步增长，省级将中央转移支付

和新增债券大部分用于市县。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省级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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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一般性转移支付 1303.7亿元，比上年增加 96.7亿元，增
强市县保障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完善临时救助机制，安排

29个县（市）临时救助资金 49.4亿元，确保市县全部实现当
年收支平衡。

二、发挥财政资金政策引导作用，促进全省经济
稳中向好

（一）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制定出台支持改造升级“老

字号”、深度开发“原字号”、培育壮大“新字号”的财政政

策，兑现新增规模以上企业、重点领域首台（套）产品研制

及使用、企业技术改造升级等 11项奖补政策。支持开展地

质勘探三年专项行动，推动实施深度勘查等项目 82个，在

稀土、石墨等领域取得找矿新成果。全省共发起设立总规模

达 1714.9亿元的工业、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等政府投资基金
14支，吸引社会资本推动实体经济发展，至年底已投资项目

124个，投资总额 264.5亿元。
（二）支持落实“三去一降一补”任务。推动煤炭去产能

76万吨、压减封存粗钢产能 65万吨，促进做好分流职工安

置工作；推动落实保障性安居工程货币化安置 14.1万套；
鼓励企业上市直接融资，支持普惠金融发展，发挥政府性融

资担保机构作用，缓解企业融资难。推动降成本，落实小微

企业、科技创新等结构性减税政策，将增值税税率由四档简

并为三档，全年减轻企业税负 130多亿元；调整城镇土地使

用税税额标准，精准降低“三篇大文章”等重点产业领域税

额标准；采取取消、停征、合并、转出和降低收费标准等方

式，清理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 58项，减轻社

会负担 11.1亿元；将失业保险单位缴费比例由 1%阶段性降
至 0.5%，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
（三）支持创新驱动发展。制定实施《关于进一步改进和

完善省级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实施意见》，赋予

科研人员更多的经费使用自主权，进一步激发科研人员积

极性、创造性。支持科学基金和重大科研项目 599项，实施

“龙江科技英才”特殊支持计划，促进科技人才成长和成果

培育。实施科技创新券政策，支持 460家科技型中小微企业

购买科技服务 583项。发挥省科技创业投资政府引导基金作

用，累计撬动社会投资29.4亿元，支持高新技术企业220家。

（四）支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发行地方政府新增

债券、财政预算安排等方式筹集资金，推动实施哈佳快速铁

路、哈牡客专、牡佳客专、长汀至双峰（雪乡）公路、哈尔滨

机场扩建等交通领域项目，加快三江干流治理、尼尔基引嫩

扩建骨干一期等重点水利工程建设。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

资本合作模式，全省签约落地实施项目 23个、总投资 761.3
亿元，抚远东极小镇、鹤大高速等国家级示范项目取得积极

进展。

（五）支持提升开放合作水平。对接国家“一带一路”建

设，围绕“打造一个窗口、建设四个区”，支持黑河公路大桥

建设，推动“哈绥俄亚”陆海联运航线跨境运输班列实现周

班常态化运营。支持举办第四届中俄博览会暨 28届哈洽会

等重大经贸活动，哈尔滨综合保税区顺利通过国家验收并

封关试运行。建立交流合作经费保障机制，推动深化黑龙江

省与广东省对口合作。

三、加大财政涉农资金整合力度，加快农业农村
现代化步伐

（一）支持农业结构调整升级。推动调整种植结构，按每

亩补助 150元标准，支持开展耕地轮作试点 500万亩。支持

发展现代畜牧业，带动建设“两牛一猪”标准化规模养殖项

目 380个，扶持龙头企业发展，引导实施粮改饲，推动提升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动物防疫、草原保护水平，促进粮变

肉、草变乳过腹增值。

（二）支持绿色食品产业发展。抓住粮头食尾、农头工

尾，支持国家和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促进一二三次产

业融合发展。继续支持绿色有机食品质量追溯体系和标准

化食品基地建设，持续推动开展“三标一品”产品认证和质

量抽检，全省绿色有机食品认证面积发展到 7600万亩。按

每吨补贴 300元标准，支持全省玉米深加工和饲料加工企业

收购加工新产玉米。支持品牌建设，助力构建以黑龙江大米

网为核心的全省农产品电商集群，推动打造绿色食品品牌

和开展市场营销，让好产品卖出好价钱。

（三）支持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落实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战略，推动提升农业水利化、机械化、科技化、合作化

水平。支持农田水利建设，推动新建生态高标准农田 787.6
万亩、新增高效节水灌溉工程面积 100万亩、治理中小河流

544公里。支持实施农村机井通电低压工程，推动 13.8万个
农村机井通电。支持新型农机具装备，鼓励推广绿色高效技

术，全省现代农机合作社达到 1359个。扶持培育新型职业

农民、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全

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突破 20万个。

（四）支持深化农业农村领域改革创新。深化农业补贴

制度改革，制定实施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补贴制度。支

持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落实大豆、玉米生产者补贴政策，分

别按每亩 173.5元、133.5元标准对全省 5872.3万亩大豆、
8079.2万亩玉米给予补贴；将粮食收购信用保证基金政策
覆盖范围扩展为玉米、稻谷和大豆，71户企业借助基金增

信获得农发行贷款 14.7亿元，推动秋粮市场化收购。创新农
业金融服务体系，推动农业保险扩面、提标、增品，全省政

策性种植业保险面积达到 1.2亿亩；在龙江县等 20个产粮

大县启动农业大灾保险试点；推动完善农业信贷担保体系，

省农业担保公司全年共为 5933个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提供担

保授信 81.2亿元，累计放款 43.7亿元。支持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确权登记改革，助力省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息平

台建设及确权验收。创新农村公益事业建设机制，通过财政

“一事一议”奖补，支持 1150个行政村、49个农林场和 156

个美丽乡村重点示范村发展公益事业。

四、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保障和
改善民生水平稳步提升

（一）支持打好脱贫攻坚战。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第一

民生工程，省级财政支持资金较上年增长 35.2%。围绕实现
“两不愁，三保障”目标，支持解决 28个贫困县 10.9万人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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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安全问题，改造困难群众危房 7.1万户，将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纳入医疗救助范围，落实各教育学段资助政策惠及学

生 292.2万人。
（二）提高基本保障水平。将城乡低保指导标准分别提

高到每月 540元、每年 3780元；城乡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指

导标准分别提高到 14520元 /年、7548元 /年，分散供养指导
标准提高到 10164元 /年、5280元 /年，惠及 235.5万城乡低
保和特困供养人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

准由每人每月 70元提高到 80元；积极争取国家支持，多渠

道筹措调度资金，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

额发放，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分别增

长 6%、4.5%，惠及 317.4万城乡老年居民和 511.9万机关、
企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完善落实社会保障制度，支持机关事

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推动完善困难群众兜底保障救

助体系，落实企业军转干部解困、优抚优待和安置政策。

（三）支持推动就业创业。支持开展就业工作，促进科技

人员、农民、大学生、城镇转移就业职工四支队伍创业，加

大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力度，落实鼓励科技人才创业政策，支

持提升省属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和服务水平，设立黑龙江省大

学生创新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大学生担保公司累计为大学生

创业者提供担保贴息贷款 7315万元，对优秀农村实用人才

和农民创业示范基地给予奖励，推进哈尔滨市开展小微企业

创业创新基地城市示范试点，全省城镇新增就业62.1万人。
（四）支持教育事业发展。支持改造农村义务教育薄弱

学校，落实义务教育学生“两免一补”（免学杂费、免书本费、

逐步补助寄宿生生活费）政策，保障农村义务教育学校“特

岗”教师、“三区”人才计划选派教师等教师待遇。加强职业

院校技能型人才培养，推动现代职业教育改革和产教融合项

目建设。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支持高水平大学和特色

学科建设。推动实施第三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扶持普

惠性民办幼儿园发展，重点推动改扩建公办幼儿园 122所。

支持改善贫困地区、民族地区和边境地区高中办学条件，推

动薄弱高中学校改造和普通高中达标学校建设。

（五）支持实施“健康龙江”行动。支持建立统一的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推动省内基本医疗保险实现异地

就医直接结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由人

均 420元提高到 450元，惠及 2057.7万城乡参保居民。支持
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全省公立医院全部取消药品

加成；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政府补助标准从年人均 45元提

高到 50元，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免费为城乡百姓提供 12

类 46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以住院医师、农村订单定向医

学生、县级医院骨干医师等为重点，支持强化卫生计生人才

培训。

（六）支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公共文体场馆

免费或低收费开放，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形式，支持开展

“送欢笑赴基层”等文化惠民活动。支持提升文艺精品创作

能力，促进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支持全省体育设施、文化

社区建设，推动改善基层群众、国家队转训基地等体育活动

场所设施条件，促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

（七）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推动完善保障性安居

工程配套基础设施和国有工矿、林区、采煤沉陷区棚户区改

造，全省棚改开工 21.4万套，建成 28.2万套。

五、支持全面深化改革，振兴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一）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出台实施《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关于推进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意见》，对

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进行总体部署。制定实施《黑

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若干财

政政策的意见》，推动持有居住证人口享受与当地户籍人口

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清理规范重点支出同财政收支增幅

或生产总值挂钩事项，完善重点支出保障机制。

（二）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加大预算统筹力度，将新

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等政府性基金调整转列一般公

共预算统筹使用。作为全国 7个试点省份之一，在全省范围

推进政府财务报告改革，132个市县区财政部门编制 2016年

度政府综合财务报告，19996家基层预算单位、8146家主管

部门编制政府部门财务报告。及时公开省、市、县三级政府

预决算、“三公”经费预决算和部门预决算；建立统一的省

政府预决算公开平台，首次实现省直部门集中“晒账本”。

（三）支持国企国资改革。支持农垦和国有林区改革，做

好分离办社会职能成本测算，24个重点国有林管理局全部

挂牌。支持龙煤集团改革脱困，推动做好第二批组织化转岗

分流，促进企业扭亏为盈。妥善解决国有企业职教幼教退休

教师待遇等历史遗留问题，基本完成国有企业家属区“三供

一业”分离移交。积极开展厂办大集体改革，涉及 51.3万职
工的 3000多家企业基本完成。以市场化方式处置省本级政

府系统非办公类大额资产，用于优化配置和产业发展。

（四）支持司法、监察体制改革。支持司法体制改革，分

两批将省以下 344家法院、检察院财物纳入省级统管。支持

监察体制改革，做好人员、资产、经费划转工作，保障转隶

工作顺利开展。

六、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推动建设生态文明

（一）支持完善生态保护机制。落实生态功能区转移支

付政策，推动提高环境保护和改善民生的能力。支持开展东

北虎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推动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

自然保护体系。支持开展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推动建立

五级河长制，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促进实施农业

水价综合改革。

（二）支持解决突出生态问题。支持松花江流域和五大

连池、兴凯湖湖泊治理，深入推进穆棱河和呼兰河流域跨界

水环境生态补偿。支持全省 49个县（市、区）开展秸秆综合

利用整县推进试点，鼓励新能源汽车应用推广，推动淘汰

“黄标车”7万辆、撤并小锅炉 4721台。落实天然林保护二期

工程政策，支持开展退耕还林、湿地保护、森林资源管护培

育。支持开展测土配方施肥、减肥增效试点和有机肥提质增

效试验示范，继续推动双城、龙江等 9个县（市、区）开展黑

土地保护利用试点。着眼治理“五乱”，支持 345个建制村开

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三）支持发展绿色经济。支持加大旅游产业营销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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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通过新媒体、传统媒体和展会等多渠道，扩大旅游产

业影响力。补助民办养老机构建设运营，支持改善公办养老

服务机构条件，全省各类机构养老床位达到 23万张。推动

开展“赏冰乐雪”体育系列活动宣传推广，支持举办《龙腾

盛世》冰雪春晚，促进提高冰雪旅游品牌知名度。扶持发展

文化产业，支持开展特色驻场演出，推动开展俄罗斯油画展

销和演艺产品营销，进一步引导和扩大文化消费。

七、坚持依法理财、依法行政，提升财政管理水平

（一）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严格把握财政支出标准，

严控一般性支出增长，省本级年初预算在上年压缩基础上

继续对除人员经费之外的公用经费按 5%比例压减 1.2亿元，
全省“三公”经费支出减少 1.7亿元。强化财政支出预算绩
效管理，将省直一级预算部门项目支出和省级专项支出纳

入预算绩效管理范围。强化政府采购管理，全年实际完成政

府采购金额 427.9亿元，节约资金 34.3亿元，平均节支率为
7.4%。
（二）严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严格实行地方政府债务

预算管理和限额管理，制定落实《黑龙江省地方政府性债务

风险应急处置预案》《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加强政府性债务风险防控和化解工作的意见》。发行地方政

府置换债券 587.4亿元，节省利息支出 92.3亿元。开展融资
平台公司等债务统计调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防

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三）加大财政监督力度。开展全省农业支持保护补贴、

大豆目标价格补贴和玉米生产者补贴资金检查，查出问题

资金 11.7亿元，收缴结余和违规违纪资金 4.5亿元，对 165

名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多频次开展财政扶贫资金检查，27

个贫困县（市）和非贫困县查出整改资金管理核算、项目管

理不规范等方面问题涉及资金 10.7亿元。组织全省财政部
门对旅游、体育等重点行业企业以及水利、科技、商务等系

统行政事业单位共计 699户进行会计信息质量检查，查出并

整改违规金额 17.4亿元。
                  （黑龙江省财政厅供稿，王海全执笔）

                              

上海市

2017年，上海市实现生产总值 30133.86亿元，比上年增
长 6.9%。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98.99亿元，下降 9.5%；第
二产业增加值 9251.40亿元，增长 5.8%；第三产业增加值
20783.47亿元，增长 7.5%。第三产业增加值占上海市生产
总值的比重为 69.0%。全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 4943.51
亿元，增长 8.7%。全年实现商品销售总额 11.31万亿元，增
长 12.0%。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1830.27亿元，增
长 8.1%。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 101.7。全年完成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7246.60亿元，增长 7.3%。中国 (上海 )自
由贸易试验区区内新注册企业累计超过 5万户，全年实到外

资、外贸进出口额占全市比重均超过 40%。全年实现金融业

增加值 5330.54亿元，增长 11.8%。全年实现信息产业增加
值 3274.78亿元，增长 12.1%。全年上海口岸货物进出口总
额 79211.40亿元，增长 15.1%。全年上海关区货物进出口总
额 59690.24亿元，增长 14.0%。全年上海市货物进出口总额
32237.82亿元，增长 12.5%。全年上海港口货物吞吐量达到
75050.79万吨，增长 6.9%；集装箱吞吐量 4023.31万国际标
准箱，增长 8.3%。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642.3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102.6%，增长9.1%。加上中央财政税收返还和补助收入781.6
亿元，上年结转收入、调入资金、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

981.3亿元，以及上海市地方政府一般债务收入273.9亿元，
收入总量为8679.1亿元。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7547.6亿元，
完成调整预算的99.9%，增长9.1%。加上上解中央财政支出
195.8亿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128.1亿元、补充预
算稳定调节基金653.2亿元、结转下年支出154.4亿元，支出
总量为8679.1亿元。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平衡。
市对区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1000.1亿元，完成调整预

算的 98.4%。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 578.9亿元，专项转移支
付 421.2亿元。主要用于加强区级的教育、“三农”、医疗卫
生、社会保障、生态补偿、公共安全、文化体育、城市维护、

社区管理等九个方面的均衡保障，以及支持重大基础设施、

水利工程等重点项目建设，着力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缩小

城乡发展差距。

市级行政事业单位“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合计 5.49
亿元，比预算数减少 1.39亿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1.62
亿元，减少 0.13亿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3.15亿元（其
中，购置费 1.09亿元、运行费 2.06亿元），减少 0.68亿元；
公务接待费 0.72亿元，减少 0.58亿元。
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 1960.6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107.1%。加上中央财政补助收入 18.1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
务收入 509.2亿元、动用上年结转收入 190.1亿元，收入总量
为 2678亿元。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 2044.9亿元，完成调整
预算的 88.2%。加上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108.4亿元、
调出资金 216.8亿元、结转下年支出 307.9亿元，支出总量为
2678亿元。

全市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120.1亿元，为预算的 120%，增
长 5.8%。加上上年结转收入 27.8亿元，收入总量为 147.9
亿元。全市国有资本经营支出 99.4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8.4%，增长 0.4%。加上调出资金 27.5亿元，结转下年使用
的结余资金 21亿元，支出总量为 147.9亿元。
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4162.4亿元，为调整预算的

101.1%。其中：保险费收入 3432.4亿元，财政补贴收入
538.2亿元。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3587.2亿元，完成调整
预算的 99.9%。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本年收支结余 575.2亿元，
年末滚存结余 4511.1亿元。
截至年底，上海市地方政府一般债券余额为 2390.4亿

元（其中：市级使用 330.5亿元，区级使用 2059.9亿元）、专
项债券余额为 2087.2亿元（其中：市级使用 331亿元，区级

使用 1756.2亿元）。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 4694.2亿元（其中：
市级 836.5亿元、区级 3857.7亿元）。债务率为 41.2%，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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