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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完善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体系

一是2017年以来绩效管理范围已涵盖一般公共预算、政府

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覆盖中央本级项目、中央与

地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以及专项转移支付。二是将绩效管

理向政府投资基金、政府购买服务、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
项目、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等领域延伸。分类出台专门的绩效

管理或绩效评价制度规范。2019年组织对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

金、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等多

支政府投资基金开展绩效评价。三是推进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

理。依托扶贫资金动态监控平台组织28个有脱贫攻坚任务的省

份开展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工作，组织财政部相关监管局开

展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目标填报和绩效自评质量抽审。

五、推动绩效结果应用

一是组织各中央部门将绩效目标审核、绩效自评、财政

和部门评价结果作为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在 2020年中央部

门预算编制中，大幅压减非刚性非急需支出，优化支出结构。

二是健全绩效评价结果反馈整改及应用机制。及时将重点绩

效评价结果反馈被评价部门和单位，督促其对发现的问题进

行整改，并将绩效结果应用于预算安排和政策调整，压减低效

无效资金。三是在研究制定或修订各项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

法时，明确绩效评价结果应用要求，将转移支付资金分配与绩

效评价结果挂钩。

六、持续扩大绩效信息公开范围

一是扩大绩效目标公开范围。将所有中央与地方共同财

政事权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政府性基金预算项目的绩

效目标随同预算报送全国人大。2019年随同部门预算将中央

部门本级 50个重点项目绩效目标报送全国人大审议，并向社

会公开。二是推动绩效评价结果公开。2019年将 20个重点项

目绩效评价报告、82个中央部门 265个项目绩效自评结果提

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或参阅，同时推动 92个中央部门在部

门决算中同步公开绩效评价结果，共公开 81个重点项目绩效

评价报告，235个项目绩效自评表，预算绩效透明度显著提升。

（财政部预算司供稿）

依法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坚决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坚

持“开好前门、严堵后门”的管理思路，加快建立健全规范的

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坚决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取

得了阶段性成效。

一、地方政府法定债务形成“闭环”管理制度体系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

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有关规定，加强顶层设计、推进制度

建设，形成覆盖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预算管理、债券发行、

存量债务置换、风险评估和预警、应急处置、信息公开、日常

监督等各个环节的“闭环”管理制度体系。

（一）强化限额管理。每年报国务院审批后，提请全国人

大批准地方政府债务限额，设置地方政府债务的“天花板”，

要求地方政府举债不得突破批准的限额，建立地方政府举债

规模控制的长效机制，既保持与合理的赤字率水平相适应，

又稳妥控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2015—2019年地方政府债务

限额分别为 16万亿元、17.2万亿元、18.8万亿元、21万亿元、

24.1万亿元。

（二）置换存量政府债务。报经国务院批准，用三年左右

的过渡期，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置换非政府债券形式存量政府

债务。各地累计发行置换债券 12.2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平

均利率比 2014年末降低约 5.9个百分点，累计节约利息约 1.7
万亿元，及时避免地方政府短期集中偿债可能引发的资金链

断裂，降低金融系统呆坏账损失，提前化解了可能发生的区域

性系统性风险。

（三）发行新增地方政府债券。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

险，必须坚持“疏堵并重”，只“堵”不“疏”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经全国人大批准，2015—2019年分别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0.6万亿元、1.18万亿元、1.63万亿元、2.18万亿元、3.08万亿

元。债券资金积极支持打赢三大攻坚战，着力推进脱贫攻坚、

棚户区改造、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建设、铁路、高速公路、水利

工程、乡村振兴、生态环保、城镇基础设施、农业农村基础设

施等方面重大项目建设。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财政收入增幅

放缓的情况下，有力支持了经济平稳发展。

（四）加强预算管理。指导督促各地严格按照《地方政府

一般债务预算管理办法》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

法》要求，将地方政府债务分类纳入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

金预算管理，增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规范性和透明度，主动

接受人大监督。

（五）完善专项债券管理。一是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持

续较大幅度增加新增专项债券规模，2015—2019年安排新增

专项债务限额 0.1万亿元、0.4万亿元、0.8万亿元、1.35万亿

元、2.15万亿元。二是提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

通知》，发挥专项债券作用，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

持力度 ；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合理扩大专项债券使用

范围 ；允许专项债券作为符合条件的重大项目资本金，并由 4

个领域扩大到 10个领域。三是改进专项债券管理，会同有关

部门试点发行土地储备、政府收费公路、棚改专项债券，着力

发展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品种，既防范

专项债务风险，又保障重点领域融资。

（六）开展风险评估预警。按照预算法规定及国务院文件

要求 ,财政部选取债务率、利息支出率等，构建地方政府债务

风险评估和预警指标体系，每年向国务院专题报告后，分别向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审计署、银保监会、证监会等部

门和各省级政府通报分地区预警和提示名单，督促高风险地

区切实化解风险 ,并实施跨部门联合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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