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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将今年经济增速预期目标设定

为 5.5% 左右，提出完成今年发展目标任务，要稳字当

头、稳中求进，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积极的财政政策

要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政府投资是扩

大内需的重要手段，也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

2022 年我国赤字率拟按 2.8％左右安排，加之财政收入

继续增长、加强财政资源统筹等，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安排比上年增长 8.4%，同时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额

度 3.65 万亿元，这都为加大政府投资，更好地稳经济、

调结构、补短板、惠民生提供了条件。当前应管好用好

政府投资，发挥政府投资撬动作用，带动扩大有效投

资，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中央与地方政府稳健投资，提升积极的财政政策

效能

2022 年中央与地方政府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 ：一

是中央预算内安排 6400 亿元，比上年增加 300 亿元，

增幅 4.9%。二是全国赤字率拟按 2.8％左右安排，赤字

规模 33700 亿元左右，比上年减少 2000 亿元。一方面，

在保障必要投资的前提下适度降低中央与地方财政赤

字，有利于增强我国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

财政收入增长、财政资源统筹能够确保总体支出强度。

再配合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特别是投资结构、加大中央

对地方特别是基层的转移支付规模、加强财政管理改

革等，有利于提高财政支出的精准度、保障政府投资

的数量和质量、提升积极的财政政策效能。在减税降

费多措并举支持市场主体的背景下，财政收入增长有

一定压力，但通过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特别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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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专营机构依法上缴近年结存的

利润，这些资金安排用于大幅增加对地方转移支付，

帮助地方财政特别是县区财政缓解减收压力。如人民

银行依法向中央财政上缴总额超过 1 万亿元的结存利

润，此项收入源于多年来央行的外汇储备经营收益，

不会增加经济主体税收负担，将主要支出用于减税降

费背景下的留抵退税、加大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

度，必将有效支持助企纾困、做好“六稳”“六保”工作。

三是按照政府总体杠杆率保持基本稳定的要求，2022

年安排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额度 3.65 万亿元，与上

年持平。截至 2020 年末，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GDP

数据计算，全国政府债务的负债率（中央与地方政府债

务余额 /GDP）为 45.8%，低于欧盟 60% 的警戒线，也低

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水平。预估全国

政府债务负债率 2022 年仍会保持基本稳定，风险总体

可控。经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2021 年 12 月已提前

下达新增专项债券额度 1.46 万亿元，旨在政策发力适

度靠前。据统计，今年前三个月，新增专项债券已发行

1.25 万亿元，已完成提前下达的专项债额度的 86%，有

力支撑重大项目尽早开工建设。

优化投资结构，保障重点领域

政府投资要进一步优化结构，保障重点项目建

设，优先支持已纳入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重点专

项规划等的重点项目，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投

资。例如建设综合立体交通网、重要能源基地和设施、

重点水利工程，完善防洪排涝设施 ；向民生项目倾斜，

加大民生领域补短板力度，加快城市燃气管道等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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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改造、推进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等。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投向也要进一步优化，适当提

高使用集中度，不撒“胡椒面”，坚持“资金跟着项目

走”，强化绩效导向，聚焦重点方向、重点项目。一是

重点支持在建项目后续融资。二是重点支持能够尽快

开工的项目。例如具备条件的重大工程、新型基础设

施、老旧公用设施改造等建设项目。三是向项目准备

充分的地区倾斜，鼓励做深做细做实做好专项债券项

目储备工作。四是用好用足专项债券作为重大项目资

本金等政策，优化专项债券投向领域。五是进一步严

格执行专项债券投向领域禁止类项目清单。严禁将新

增专项债券用于经常性支出，如发放工资福利等 ；严

禁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如违规建设楼堂馆所 ；严

禁用于商业化产业项目、房地产相关项目等。

此外，还要深化改革。推动政府投资改革，例如加

强部门协调配合，进一步简化投资审批机制，对国家

重大项目要实行能耗单列，做好用地、用能等要素保

障，保障项目顺利推进。推动地方政府债券管理改革，

加快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使用进度，严格资金使用监管，

进一步建立健全专项债券支出进度通报预警机制和违

规使用专项债券处理处罚制度。例如对违规使用专项

债券的地区扣减该地新增限额、暂停发行使用、收回

闲置资金等。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切实提高资金使用

效率，推动项目建设，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维护经济

稳定增长。

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调动社会资本积极性

要用好政府投资资金，有效发挥政府引导作用，

积极带动社会资本扩大有效投资。鼓励和引导社会资

本参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建设运营。2021 年民

间固定资产（不含农户）投资额 30.77 万亿元，占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的 55.65%。要发挥重大项目牵引和政

府投资撬动作用，不断完善相关支持政策与改革，充

分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稳定广大民间投资主体的

预期。政府在与社会资本的合作中应弘扬契约精神，

明晰法律责任，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加大清欠力度，

简化审批手续，降低税费成本。同时，加强与货币政策

协调，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引导更多资金

规范流向重点领域建设。

此外，按照《政府工作报告》要求，中央预算内投

资资金要加强与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等的有效衔

接，积极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带动社会资本共同加大

投资力度，扩大内需稳定经济增长。

强化预算约束和监管，遏制新增隐性债务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有序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

险防范化解。因此，管好用好政府投资，更要加强投融

资的规范性。要强化预算约束和政府投资项目管理，

坚决遏制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支持地方有序化解

存量隐性债务。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

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发〔2021〕5 号）要求，把防范化

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作为重要的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妥善处置和化解隐性

债务存量。目前，通过硬化预算约束、严格审核项目、

管控金融“闸门”、强化地方国有企事业单位债务融资

监管等，坚决严堵违规举债融资后门，完善常态化监

控机制，坚决遏制通过新增隐性债务上新项目、铺新

摊子。同时，已在上海市、广东省率先开展全域无隐性

债务试点工作，下一步将总结经验、稳步分区分批推

进扩大试点范围。并且，不断健全市场化、法治化债务

违约处置机制，探索建立防范化解隐性债务的长效机

制。鼓励债权债务人实事求是，因债施策，协商妥善处

置存量隐性债务，防止恶意逃废债，保护各方合法权

益，避免风险进一步蔓延累积。

此外，进一步加强多部门协同监管，健全监督问

责机制。加强各级财政、发改、审计等部门间及与金

融机构、国资系统的信息共享与监管配合，强化对违

法违规举债融资行为的严肃追责问责。以持续的监管

高压态势、强有力的问责机制形成震慑力，严肃财经

纪律，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坚决遏制新增隐性

债务。同时，认真落实《关于加强地方人大对政府债务

审查监督的意见》，自觉接受人大全口径审查和全过

程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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