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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建立部门和财政共同牵头的“双

组长制”，加强“市区联动、区区

联动”，推动试点共商、经验共享、

成果共用。二是制定操作指引，细

化完善 8 个工作范本。

聚焦关键环节  力求做深做透

按照“社会关注度高、数据可

得、资金量大、有代表性、有工作

基础”等原则，选择公用事业、教

育卫生、基本建设等重点领域，市

级 14 个、区级 62 个项目（共涉及

资金总量约 1253 亿元），分两批开

展试点。

狠抓功能评 估。初步形成绩

效基线1876 条，科学评 估项目绩

效，找准不同方案下综合效益最优

水平。

加强比较研究。广泛调研收

集国际和国内城市数据情况，横

向看差距找短板，纵向看变化明

趋势，合理设立标杆值，明确更高

水平降本增效、优化管理的提升

方案。

剖析业务流程。初步形成成

本基线 2195 条，将业务流程细化

到最末端，将成本分解至细项构

成，分析研判成本合理性。

打造“精品样板”  推动见行见效

认真落实党政机关过紧日子

要求，以成本定标准，以标准促改

革，以改革提质效。

科学用好标准“量尺”。初步

建立服务绩效标准约 600 项、成本

定额标准 1100 余项和财政支出标

准 700 余项。形成一批可复制、可

借鉴、可推广的经验做法，特别是

在 11 个市区、区区联动项目中，

就公交运营、污水处理、养老机构

运营等多个重点领域，初步实现

“三个标准”联动共享的有益探索。

全力激发改革“引擎”。针对

部分项目成本偏高、管理层级过

多、人员和资源冗余等问题，提出

管理改革建议 322 条。比如，根据

轨道交通快速发展、出行方式多

样化的新形势，推动公交优化线

路、精简车辆、压减冗员、置换小

型车辆等，有效降低公交运行成

本和财政补贴规模。

精准挤出预算“水分”。市区

两级 76 个试点项目同口径降本约

10% 以上，其中，降本增效最突出

的项目降幅达 33.6%。运用成本效

益分析方法，将事前绩效评估与

预算评审一体推进，重点对 21 个

重大项目开展事前绩效评估（总计

约 42.2 亿元），评估后核减 13.1 亿

元，平均核减率 35.5%，其中，对

于金额达 5600 万元的某项目，因

项目必要性、可行性不充分，评审

不予通过，直接予以核减，进一步

夯实预算编制基础，优化财政支

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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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全力打好地方债务风险防控主动仗
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财政厅

江苏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财

政部的关心指导下，统筹好高质

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审时度势、

超前谋划、精准施策，全力打好地

方债务风险防控主动仗，为江苏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

做示范提供了坚强的财政支撑，

更好扛起了经济大省“挑大梁、多

作贡献”的责任担当。

坚持高位推动，压实债务风险防

控“真担当”的责任

提 高 站 位。坚 决 落 实“ 党 政

同责、省负总责、市县尽全力化

债”要求，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

靠前指挥，多次召开省委常委会

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等进行研

究部署，对各设区市逐一过堂，

分析形势，明确目标，针对性解

决问题。

专题培训。对市、县、乡党政

主要和分管领导、相关部门和融

资平台负责人等开展专题政策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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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2023 年 共 培 训 2885 人，压 实

各级各部门责任。

强化考核。将防范化解债务

风险纳入省高质量发展考核指标

体系，赋予较大权重，坚决遏制超

越发展阶段、收益不能覆盖等盲

目举债上项目现象。

部门联动。省委巡视将债务

管理作为政治监督的重点内容，

实现县（市、区）全覆盖 ；省纪委

监委将防范化解债务风险列入监

督执纪的重要领域 ；省委组织部

将债务风险防范化解情况作为干

部考核任用的重要参考。“新官要

理旧账”“化债也是政绩”已成为

全省上下的普遍共识。

注重系统思维，拿出隐性债务化

解“能担当”的硬招

分年设定化债目标。结合全

省经济和财政形势，动态调整年

度化债目标，全省化债进度远超

上报党中央、国务院的化债计划，

各市、县债务率和风险等级普遍

大幅下降。

分类核定化债资金。自 2021

年 起 按 风 险 等 级 明 确 各 地 财 政

收入用于化债的比例。近年来化

债资金来源中财政资金占比均在

90% 以上。

分级强化激励约束。严格落

实高风险地区压减一般性支出和

“三公”经费等限制性政策要求，

将化债成效与转移支付、新增债

券分配相挂钩，纳入财政重点工

作考核。省财政每年拿出 8 亿元，

根据债务管控成效综合评分，对

市县进行分级奖励。

分档压降债务成本。自 2020

年起在全省开展存量债务成本“削

峰行动”，建立高成本债务档案，

逐一销号，优先处置非标、高成本

债务。综合运用巡视、审计等手段

打击违规中介，降低居间费用。全

省债务成本快速下降，债务结构

不断优化，部分市县新增融资成

本已与 LPR 接轨。

立足先行先试，创新融资平台治

理“勇担当”的举措

厘清思路定方向。组织专项

审计，摸清全省融资平台底数及

风险点，明确“近期防风险、长远

促转型”的治理目标，提出“控总

量、减数量、调结构、降成本、促

转型、建机制、压责任”总体思路，

率先全面加强融资平台及其经营

性债务管理。

划定范围兜底线。明确认定

标准，实行名录管理，将具有隐性

债务、承担公益性项目融资等五

类企业全部纳入监管，做到“一网

打尽”。提级管理乡镇、园区级平

台，大力推进平台整合撤并，规范

平台退出条件和程序。

目标管控促规范。分年核定

债务规模增幅、资产负债率、平台

压减、成本压降等管控目标，严格

过程管理和考核问责。

强化监测防“爆雷”。开发债

务综合监管系统，接入金融机构

数据实时比对，对平台账户、资

金流水等进行动态监控和预警提

示。分地区设立专管员，实行对

各设区市“一市一调度，每季全覆

盖”的工作调度机制。建立到期债

务统计监测和偿还方案报送机制，

提前三个月掌握到期债务情况及

结构，对重点企业“一企一策”逐

月逐笔落实偿债资金来源，制定

应急处置预案。近年来江苏省融

资平台经营性债务增幅得到有效

控制，融资成本大幅下降，未发生

一起债务违约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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