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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是现代

财政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

地方财政稳健运行和实体经济健康发

展。近年来，在财政部的指导和支持

下，河北政府债务管理改革紧紧围绕

“防风险、促发展、建机制”工作总思

路，积极探索政府债务规范管理新模

式，多项工作走在全国前列，取得了

一些成效，同时在实践中也有一些思

考和体会。

当前做好政府债务管理改革工作的

重要意义

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世界

经济严重衰退，我国经济产业链供应

链循环受阻，国内消费、投资、出口下

滑，基层财政收支矛盾加剧，完成今

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艰难。面对

艰巨繁重任务，中央审时度势，精准

施策，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工作，科学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

要更加积极有为，今年增加财政赤字

规模 1 万亿元，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规模达到 3.75 万亿元，可以说，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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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政府债务规范管理和政府债券发

行使用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一

是总的来看，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

本面没有改变，但是也要看到疫情不

可避免地对我国大部分地区的财政收

入造成较大冲击，必须高度重视由于

财政减收可能导致部分地区出现短期

偿债压力较大从而引发政府偿债现金

流断链的风险，要更加把防范化解政

府债务风险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抓实抓

好。二是为了把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

的影响降到最低，要更加积极发挥政

府债务工具的逆周期调节作用，用足

用好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规模

政策，充分发挥债券资金拉动有效投

资补短板扩内需作用，精准对冲疫情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撬动我

国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强大动能，为实

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提供有力支撑。三是随着国

家下达的地方新增政府债务限额逐年

增加，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持续扩大，

在财政预算资金总规模中所占的比重

明显上升，同时，围绕地方政府债务

发生的投融资业务关系也更加丰富活

跃，稍有偏差就有可能滑向地方政府

非法举债融资“负面清单”，增加地方

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对地区经济和财

政运行造成较大不利影响。在这种情

况下，加强地方政府举债融资管理长

效机制建设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河北政府债务管理改革的实践探索

河北政府债务管理改革主要取得

了三点成效。一是筑牢区域性系统性

风险底线。在全国率先开展 3 轮全口

径债务摸底统计，全方位、无死角、

多维度、穿透式摸清了债务底数，找

准了风险隐患症结，逐级制定了切实

可行的存量债务偿还化解工作方案，

开展常态化、动态化统计监测，逐年

完成存量债务年度化解目标，为守住

风险底线打下了坚实基础，确保了全

省政府债务风险等级水平持续良好稳

定。特别是今年以来，为全力保障疫

情防控需求，开通疫情防控及公共医

疗卫生能力提升项目审核绿色通道，

建立项目即到即审即发机制，已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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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疫情防控及公共医疗卫生能力提

升项目 174 个、100.8 亿元，对市县上

报的疫情防控相关项目实现全覆盖，

为坚决当好首都疫情防控“护城河”

提供了有力保障。二是政府债券发行

使用成效显著。连续 6 年率先启动年

度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积极推动发行

改革，实现 30 年超长期限全国首发，

证券交易所发行沪外首家，创新研究

引入境外资本分销，为提升政府债券

发行市场化水平作出积极贡献，得到

财政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上

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一致肯定。截至 2020 年 7 月底已累计

发行政府债券 11377.96 亿元，其中新

增政府债券 5912.11 亿元，有力支持

了精准扶贫脱贫、疫情防控、生态环

境治理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

区起步建设、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建设

“河北三件大事”等 14000 多个重点项

目建设。三是政府债务“闭环”管理体

系初步构建。结合河北省工作实际，

先后制定了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办法、

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防范

化解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实施意见、政

府隐性债务问责实施办法等 50 余项

制度文件，形成覆盖限额管理、风险

预警、应急处置、追责问责等各个环

节的“闭环”管理体系。另外，在全国

率先将绩效理念引入政府债务管理工

作评价，研究建立了指标评价体系，

连续四年对全省各级政府债务管理工

作进行绩效考评，推动全省整体工作

水平增质提档，成为财政部设定对省

级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绩效考核指标的

样本。

2019 年下半年以来，中共中央政

治局会议、国务院工作会议在扩大政

府专项债券发行规模、加强专项债券

项目储备管理、加紧新增政府债券资

金发行使用、切实防范政府债务逾期

风险等方面提出了新政策、新要求。

河北省委、省政府第一时间研究部署，

省主要领导多次专题调度，省财政厅

制定了“十四五”政府债务管理改革

推进工作方案，围绕推动积极财政政

策更加积极有为、实现财政高质量发

展的新目标、新定位，正在形成“防风

险、促发展、建机制”三位一体，涵盖

政府债务管理各个环节的管理制度和

实施措施。

下一步深化政府债务管理改革的

意见建议

（一）要坚持以“防风险”为前提，

牢牢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债务风

险底线。根据国家政策规定，在省政

府领导下，省财政厅作为负责本地区

政府债务风险防范处置事宜的牵头部

门，要率先树立底线思维，推动形成

省财政厅牵头、各级各部门分级负责、

条块结合的风险防控工作体系，形成

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

一是确保法定政府债务按时还本

付息。每年初开展预算前置审核，实

行债务偿还对账提醒。省财政厅组织

各级各部门对政府债券还本付息及费

用纳入年度预算情况开展审核，确保

优先安排财力足额偿还到期政府债

券。开发“政府债券管理系统”，将债

券发行日期、发行金额、发行利率全

部录入信息系统，实现智能化信息管

理开展“年计划、季通报、月提醒、旬

对账”，对未及时足额将还本付息资金

缴入省级国库的，严格执行逾期处罚

规定。

二是规范政府再融资债券管理。

制定政府再融资债券管理办法，合理

确定市县年度再融资债券发行规模上

限。精准安排再融资一般债券额度，

有序安排到期专项债券接续发行，分

年逐步缩减规模。科学安排债券发行

计划，合理设置再融资债券期限，最

大限度匹配到期情况，平滑到期期限

结构，切实缓解各级政府即期偿债   

压力。

三是确保举债与偿债能力相匹

配。制定新增政府债务限额分配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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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统筹考虑债务风险水平、财力

状况、重大项目需求等因素测算分配

新增政府债务限额。对债务率较高的

地区，严格控制政府债务限额增量，

全力督导其动态调整、严格落实政府

债务偿还化解规划和应急处置预案，

建立工作台账，逐月统计政府债务偿

还化解情况，确保不发生政府债务违

约风险事件。

四是增强政府债务管理透明度。

健全政府债务信息公开披露制度，规

范政府债务预决算公开 ；通过“地方

政府债券信息公开平台”，做好政府

债券发行、存续期、重大事项等信息

公开工作。同时，及时通过财政网站、

微信公众号等媒体传播手段加大政策

宣讲力度，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充分

发挥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

（二）要坚持以“促发展”为重点，

推动积极财政政策在拉动有效投资

上加力提效。要牵住项目建设“牛鼻

子”，切实用好扩大政府债券规模政

策，加快政府债券发行使用节奏，加

紧做好政府投资的公益性资本性项目

前期准备和建设工作，确保债券资金

早发行、早使用、早见效。

一是加强政府债券项目储备。制

作政府债券政策解读微视频、“一图

解”、宣传册等宣传资料，加强市县谋

划、储备政府债券项目工作培训。坚

持“资金跟着项目走”，指导市县聚焦

国家“7+3”投向领域，建立多部门联

合工作机制，共同做好政府债券项目

的筛选、储备、申报工作。优先支持前

期准备充分、立项审批手续齐全、能

够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的项目，尽早

形成对经济的有效拉动。

二是加快政府债券发行准备。在

不断完备政府债券发行、投标、兑付

制度体系建设的基础上，建立债券市

场监测和专家咨询制度，借鉴第三方

数据平台，定期开展专家咨询，实行

“日监控、月统计、季分析”，每季度

分析债券市场走势，科学选择发行窗

口。分领域制定《政府专项债券发行

文件编制操作指引》，根据市场投资者

偏好、项目建设周期、到期债务分布

等因素，合理设置债券期限，灵活设

计提前赎回、分年还本、一次性还本

等不同兑付方式，规划组织发行批次，

提升债券发行市场化水平。

三是提高债券资金使用效益。建

立债券项目资金使用效率评价机制，

加强对债券资金使用各个环节的绩效

评价，既防止资金支出“中梗阻”，又

坚决杜绝截留挪用，以严谨的绩效评

价结果促进债券资金使用效益和效果

的提升。加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实

施债券资金分配动态调整，将绩效评

价结果与新增政府债务限额直接挂

钩，促使资金向使用效益和效果好的

地方倾斜。

四是扩大专项债券组合融资规

模。研究细化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配

套融资操作规程，明确金融支持专项

债券项目的操作标准，支持重点领域

和重大项目使用专项债券和市场化方

式组合融资，充分发挥资本撬动作用，

进一步加强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支持

将专项债券用于符合条件重大项目的

资本金，推广项目组合融资，加大基

建项目融资支持。

（三）要坚持以“建机制”为基础，

确保实现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持续

健康发展。当前政府债务管理改革已

步入深水区，要加强政府债务管理政

策顶层设计，建立健全权责明确、举

债有度、偿债有方、管理有序、防控

有力的政府债务管理“1+N”长效工作 

机制。

一是健全债务管理职责划分机

制。研究制定政府债务管理及职责分

工制度办法，优先解决当前部分政府

债务管理工作分工不清、边界模糊这

个“1”的问题，明确财政、发改、债券

使用主体、第三方机构等职责，优化

政府债务标准化管理流程，推动形成

权责清晰、职责明确的现代化政府债

务管理体系。

二是建立“五级”项目库管理机

制。印发政府专项债券项目库管理办

法，设计“项目动态储备库、需求申报

库、测算基础库、发行准备库、存续

管理库”五级项目库，引入专家评审，

优先安排发行评审通过项目，定期补

充符合发行条件项目，形成储备一批、

发行一批、建设一批、接续一批的良

性循环机制，实现对债券项目滚动申

报、实时审核、发行确认、使用监控的

全过程动态管理。

三是构建风险等级动态评估预警

机制。督导高风险地区建立健全债务

风险事前干预和事后应急处置预案，

提升重点地区债务风险变动趋势的研

判水平，防范处置潜在风险。开展政

府债务对应资产清查统计工作，推广

政府债务资产台账式规范管理，筑牢

高风险地区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最

后一道防线。

四是建立政府债务管理人才储

备机制。贯彻落实好全国财政系统人

才工作会议精神，加快建设高素质专

业化的政府债务管理人才队伍，健全

国家和地方分级培训体系，真正做到

“政策直承中央、培训直达基层”，有

针对性地帮助政府债务管理水平薄弱

地区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集聚

优秀人才全面服务政府债务管理改革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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