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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债组合拳  政策及时雨化债组合拳  政策及时雨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杨志勇杨志勇

11 月 8 日，财政部部长蓝佛安

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介绍增加地方政府债

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有关政策

情况。

12万亿元力度适宜，有利于引导

地方集中精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作为增量财政政策的内容，此

次公布的增加 6 万亿元地方政府债

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加上连

续五年每年从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 中 安 排 8000 亿 元，以 及 2029 年

及以后到期的棚户区改造隐性债务    

2 万亿元仍按原合同偿还，将化解债

务 12 万亿元，地方需要消化的隐性

债务总额从 14.3 万亿元大幅下降至

2.3 万亿元，化债压力大大减轻，地

方抓紧努力是可以解决的，12 万亿

元的力度是合适的。同时采取置换

方式，也压实了地方责任。此次化

债使地方能够将更加充分的精力投

入到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上。目前

地方受隐性债困扰，忙于四处筹集

资金资源偿还债务，甚至产生扭曲

的政府行为。此次化债组合拳可以

说是一场及时雨，将引导地方致力

于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增进

民生福祉。

化债思路根本转变，体现了我国政

府债务管理水平已经进入新阶段

此 次 置 换 体 现 了 财 政 部 化 债

思路的根本转变。不同于以往遇到

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的点状式思

路，此次化债体现了整体思路，主

动解决问题。在这一过程中，让隐

性债务显性化，提高了债务管理透

明度。同时，体现了统筹考虑防风

险和促发展，符合在发展中解决问

题的思维。整个思路的转变，也充

分体现了财政的主动担当作为。不

是被动等到“爆雷”才应急解决问

题，而是主动提供一揽子方案。而

且这一揽子方案是建立在扎实的数

据核算基础上，体现了我国政府债

务管理水平已经进入新阶段，与中

国式现代化是相适应的，不仅解决

眼前问题，更注重着眼长远发展。

加强预算管理、健全问责机制，遏

制新增隐性债务

新增隐性债务在现代财政制度

下不应该存在，政府的所有收支都

应纳入预算，这是全口径预算的要

求，隐性债务的出现意味着某些政

府收支不在预算内，因此需要加强

预算管理，从而使地方一方面没有

动力去借用隐性债，另一方面也使

借债行为易于被发现。要加强地方

政府债务监测，并健全相应的问责

机制，这样才有可能遏制新增隐性

债务。

财政收支状况持续改善，能够完成

全年预算目标任务

财政收支目标的完成对实现党

中央确定的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任务

起到重要作用。从过去几个月的财

政收支情况看，虽然遇到了一些问

题，但是逐月来看，特别是 9 月份以

来，财政收支状况持续改善，收入

降幅收窄、支出进度加快。当然，当

前财政仍处于紧平衡状态，需要多

方筹集财力。我们有足够的可用措

施和充足的政策工具，在此基础上，

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完成全年工作

目标是没有问题的。

未来财政政策有较大加力空间

财政政策的力度应因时因势而

变，如果社会有需要，就相应加大

力度。一方面，从我国赤字率来看，

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整个财政运行

是有保障的。另一方面，从政府的

债务水平来看，我国与全球横向对

比，水平仍然偏低。这意味着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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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月：全国财政收入保持平稳增长  
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
本刊记者｜本刊记者｜刘慧娴刘慧娴

11 月 18 日，财政部公布 1—10

月财政收支情况。1—10 月，全国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 184981 亿元，同比

下降 1.3%，累计降幅继续收窄 ；全

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21465 亿元，

同比增长 2.7%，重点领域支出得到

有力保障。

10月税收收入年内首次正增长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财政

收入方面，10 月 , 全国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同比增长 5.5%，增幅继续回

升。其中，税收收入同比增长 1.8%，

年内首次正增长，当月税收收入运

行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 ：一是国

内 增 值 税 降 幅（-1.2%）比 1—9 月

（-5.6%）明显收窄 ；二是个人所得

税增长 5.5%，为 4 月以来首次正增

长 ；三是随着市场预期明显改善，

股票成交额显著放大，带动证券交

易印花税大幅增长 1.53 倍。

1—10 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 184981 亿元，同比下降 1.3%，累

计降幅继续收窄。扣除去年同期中

小微企业缓税入库抬高基数、去年

年中出台的减税政策翘尾减收等特

殊因素影响后，全国收入保持平稳

增长。

1—10 月，全国税收收入 150782

亿元，同比下降 4.5%，主要受上述

特殊因素以及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持续下降等影响。分税种看，国内

增值税下降 5.1%，主要受上述特殊

因素影响 ；国内消费税增长 2.4%，

主要是成品油、卷烟、酒等产销增

长 ；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与去

年同期基本持平 ；个人所得税下降

3.9%，主要受去年年中出台的提高

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标准政策

翘尾减收等影响 ；出口退税 16958

亿元，同比多退 1534 亿元，有力支

持外贸出口增长。

财政支出方面，各级财政部门

认真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财政

资源统筹，加大对基本民生和重点

领域的经费保障，保持财政支出强

度。1—10 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 221465 亿元，同比增长 2.7%。全

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

支出 34931 亿元，增长 5.1% ；教育支

出 32573 亿元，增长 1.1% ；农林水支

出 19967 亿元，增长 10.4% ；城乡社

区支出 16462 亿元，增长 6.6% ；科学

技术支出 7421 亿元，增长 1.1% ；住

财政政策有较大加力空间，只要有

需要，财政政策力度就可以进一步

加大。

注重存量政策与增量政策配合，支

持房地产健康发展

例如房地产财税政策方面，为

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需求、降低购

房成本，出台的“卖旧买新”换购住

房阶段性个人所得税退税政策，非

常亲民 ；不再区分普通住房和非普

通住房，按照同一标准降低税费，

有助于满足人民的美好居住需求。

另外，需要在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

健康发展上下功夫。如允许专项债

券用于土地储备，支持收购存量房

等，这些措施都有助于稳定房地产

市场，推动其健康发展。从这些角

度来看，今年的财政政策具有多方

面作用，非常有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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