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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韩 洁 申 铖 王雨萧

　　距离2024年收官不足一个月，密集上新
的各省份地方政府再融资专项债券发行公报，
传递出一个鲜明信号———
　　作为今年一揽子增量政策的“重头戏”，
我国最新亮出的12万亿元地方化债“组合拳”
正在加快落地。
　　在全国上下努力完成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
标任务的关键时点，在我国经济加快转型升级
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如何看待这一近
年来力度最大化债方案背后的深意？

（一）

　　11月8日下午4时，人民大会堂香港厅挤满
了中外媒体记者。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
二次会议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12万亿元地
方化债“组合拳”。
　　这是一套“6+4+2”的“三箭齐发”方
案———
　　6，是指11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增
加6万亿元债务限额置换地方政府存量隐性
债务；
　　4，是指从2024年开始，连续五年每年从
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中安排8000亿元补充
政府性基金财力，专门用于化债，累计可置换
隐性债务4万亿元；
　　2，是指2029年及以后年度到期的棚户区
改造隐性债务2万亿元，仍按原合同偿还，不
必提前偿还。
　　“三支箭”均指向海内外关注的中国地方
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问题，其风向标意义凸显。
　　为何选择在此时加力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
务？我国政府债务风险几何？
　　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隐性债务”。
　　放眼全球，政府适度举债发展经济，是国
际通行做法。也就是说，债务不是魔鬼，没必
要“谈债色变”。
　　适当的债务融资，能帮助实体经济解决资
金问题，促进经济繁荣；而一旦债务过高，财
政可持续性受到冲击，经济将会受拖累。
　　我国政府债务包括法定债务和隐性债务。
法定债务主要包括中央政府发行的国债，以及
省级政府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券。隐性债务是指
地方各级政府在法定限额外，通过其他企事业
单位等举借的政府承担偿还或者担保责任的债
务，好比“隐藏的冰山”，没有被记录在政府
资产负债表中，不易被监管。
　　财政部部长蓝佛安指出，当前一些地方隐
性债务规模大、利息负担重，不仅存在“爆

雷”风险，也消耗了地方可用财力。
　　有困难有问题不可怕，关键看解决问题的
努力和成效。
　　坚持底线思维，把牢关键环节，积极有效
应对，正是中国屡屡在应对风险挑战中赢得战
略主动的关键。
　　“十四五”规划提出“稳妥化解地方政府
隐性债务”。这些年，从中央到地方，围绕防
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打响了攻坚战。
　　近年来，债务风险较低的北京、上海、广
东已实现存量隐性债务清零，一些债务风险较
高的地区已在中央政策支持下开展化债试点。
截至2023年末，全国纳入政府债务信息平台
的隐性债务余额比2018年摸底数减少了50%，
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但也要看到，化债工作仍然在路上。
　　为进一步摸清“家底”，2023年末，经
过逐个项目甄别、逐级审核上报，中央确认全
国隐性债务余额为14.3万亿元，并要求在2028
年底前全部化解完毕。
　　进入2024年，受外部环境变化和内需不
足等因素影响，我国经济运行出现一些新的情
况和问题，税收收入不及预期，土地出让收入
大幅下降，各地隐性债务化解的难度加大。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推出了新一轮
化债“组合拳”。
　　据测算，通过“三支箭”协同发力，
2028年底之前，地方需消化的隐性债务总额
将从14.3万亿元大幅降至2.3万亿元，平均每
年消化额从2.86万亿元减为4600亿元，不到
原来的六分之一。
　　对地方政府而言，这无疑是一场政策“及
时雨”——— 5年预计可为地方政府节约6000亿
元左右利息支出，既能直接缓解偿债压力，又
能畅通资金链条。
　　更深远的意义，在于以一子落促满盘活。
　　全国财政支出中，超过八成来自地方。地
方政府的“轻装上阵”，必将推动中国经济持
续回升向好。

（二）

　　12万亿元化债方案一经发布，即引发一些
海外媒体的关注。《联合早报》报道称，从化
债角度看，政策规模符合预期，甚至“略超预
期”。
　　除了帮助地方政府解决短期的“燃眉之
急”，这一方案更是着眼长远，体现了我国化
债思路的根本转变。
　　从应急处置转为主动化解———
　　以前的化债侧重应急，发现一起风险事件

处理一起，由于金融市场具有传染效应，一个
小的风险事件容易引发更大的担忧，不利于债
务问题的整体解决。此次化债则是通过整体系
统的安排彰显主动性，地方需消化的隐性债务
总额从14.3万亿元大幅降至2.3万亿元，体现
了实事求是、不避问题的积极应对态度。
　　将“暗债”转为“明债”———
　　“置换”是本轮化债方案的关键词，意味
着不是减除地方政府的偿债责任，而是通过发
行期限结构更加优化、利率更低的地方政府债
券，逐步替换以银行贷款、公开市场债券、非
标债务等形式存在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以此
推动隐性债务显性化，地方债务管理更加规范
透明。
　　对地方政府而言，降低当期偿债压力，无
疑能腾出更多的政策空间、财政资金和精力来
发展经济、提供公共服务、保障民生，从而更
好平衡稳增长和防风险。
　　这一转变，传递出我国坚持“在高质量发
展中推进债务风险化解”的积极信号，意味着
今后财政政策支持高质量发展的力度以及逆周
期调节能力将进一步增强。
　　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增多，
这就需要用完善的制度防范化解风险、有效应
对挑战，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政府
债务管理制度，建立全口径地方债务监测监管
体系和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长效机制，加快
地方融资平台改革转型。
　　12万亿元化债方案精准指向的是化解存量
隐性债务，要巩固住化债效果，既要提高地方
政府债券使用效率，更要坚决遏制新增隐性
债务。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全国发
行新增地方政府债券45689亿元，其中专项债
券39121亿元；发行再融资债券28193亿元，
累计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73882亿元。
　　允许专项债券用于土地储备，支持收购存
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加大对国家级产业
园区基础设施、5G融合应用设施等领域支持
力度……今年以来，我国不断扩大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支持范围，凸显支持高质量发展的
取向。
　　同时，为避免处理完“旧账”又增“新
账”，我国对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持续保持
“零容忍”的高压监管态势，完善惩处、问责
机制，并加快推进地方融资平台改革转型。
　　越是面对复杂形势，越要善于在改革发展
中解决问题。
　　统筹抓好化债和发展，在高质量发展中推
进债务风险化解，以化债为契机倒逼发展方式

转型，在改革创新上迈出更大步伐，在化解债务
风险中找到新的发展路径，正是高质量发展和
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生动实践。

（三）

　　2024年收官在即，这次化债“组合拳”
正加快落地———
　　11月9日，12万亿元化债方案亮相的第二
天，财政部已将6万亿元债务限额下达各地，
多省份迅速启动发行工作。
　　12月5日，湖北省政府完成两期再融资专
项债券招标，辽宁省政府完成两期再融资专项
债券招标……
　　中国债券信息网上，一份份公告实时滚动
更新，近一个月各地密集披露用于置换存量隐
性债务的再融资债券信息，有时一天有十多个
省份同时发债。
　　截至12月5日，已有23个省（区、市、计
划单列市）发行再融资债券，合计发行14595
亿元，发行进度占2024年额度的73%。
　　这一力度空前的化债方案加快落地，正是
积极的财政政策进一步加力的体现。
　　今年以来，财政收支矛盾进一步凸显，积
极的财政政策如何承压而上加大逆周期调节
力度？
　　不妨打开今年的财政政策工具箱看一看：
　　做好“加法”，赤字规模增至4.06万亿
元，年初安排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3.9
万亿元，今年1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全部发
行完毕，用于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
域安全能力建设（“两重”）、大规模设备更
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两新”）政策落地。
　　做好“减法”，坚持政府过紧日子，同时
持续优化税费优惠政策。比如12月1日起，实
施加大住房交易环节契税优惠力度、降低土地
增值税预征率下限等多项税收优惠政策，促进
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做好“乘法”，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
斤”的作用，将资金更多投向具有乘数效应的
先进制造、民生建设、基础设施短板等领域，
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做好“除法”，在解决存量债务风险的同
时，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12万亿元化债举
措叠加其他财政增量举措，积极财政政策效应
更大，成为推动经济回升向好、稳健前行的重
要支撑。
　　巧用“加减乘除”运算法，多种政策工具
组合发力，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断提质增效，助
力高质量发展。
　　展望2025年，“十四五”规划将迎来收

官之年。海内外关注，我国在推进化债工作的
同时，财政政策未来发力空间还有多大？
　　可以从世界坐标上寻找答案———
　　从负债率看，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
计，2023年末G20中的国家平均政府负债率
118.2%，G7国家平均政府负债率123.4%。同
期，我国政府全口径债务总额为85万亿元，其
中，国债30万亿元，地方政府法定债务40.7万
亿元，隐性债务14.3万亿元，政府负债率为
67.5%。
　　从赤字率看，我国长期以来对于赤字率的
安排较为谨慎，大多数年份低于3%，明显低
于其他全球主要经济体。
　　此外，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形成了大量有效
资产。地方政府债务支持建设了一大批交通、
水利、能源等项目，很多资产正在产生持续性
收益，既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也
是偿债资金的重要来源。
　　可以说，我国政府杠杆率明显低于主要经
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中央财政还有比较大的
举债空间和赤字提升空间。
　　事实上，一系列更加积极的政策已经在紧
锣密鼓谋划推进中。
　　蓝佛安此前明确表示，2025年将实施更
加给力的财政政策，包括积极利用可提升的赤
字空间，扩大专项债券发行规模，继续发行超
长期特别国债，加大力度支持“两新”品种和
规模，加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等。
　　财政领域之外，多项金融政策密集发布，
促消费稳外贸政策接连出台，助企帮扶举措有
效实施，推动房地产止跌回稳打出“组合
拳”……一揽子增量政策因时酝酿、因势推
出，既注重当下又着眼长远。
　　更多的改革举措正在路上——— 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围绕“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作出
改革部署，其中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明年一批条件成熟、可感可及的改革举措，特
别是一些事关顶层设计的基础性制度，将加快
落地。
　　以宏观调控应对短期挑战，以深化改革破
解中长期难题——— 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中，
不断开拓宏观调控空间，丰富发展了具有中国
特色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向世界展现大国经
济的治理智慧。
　　中国经济是一艘巨轮，顶风破浪前行是
常态。
　　船行关键处，奋进正当时。朝着既定目标
实干笃行，精准有效实施宏观调控，更好统筹
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中国经济发展必将
乘风破浪，未来可期。
         （新华社北京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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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地编号 宗地位置 出让面积 土地用途 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出让年限 竞买保证金

2022-P号
该宗地位于礼县城关镇新关村，宗地四至为东
临耕地;南临耕地;西临亿家面粉厂;北临国道

247,具体位置以宗地图界址点坐标为准。

5671.34平方米
工业用地

1.0≤容积
率≤2.0

30%≤建筑
密度≤60%

≤20% 50年 192万元
合约8.51亩

注：出让宗地详细情况见《出让文件》，按挂牌方式出让的，起始价及加价幅度见陇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挂牌公示栏。

  二、陇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编号：

B0120241209000001
  三、竞买人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
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参加竞
买，申请人应当单独申请。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不得参加竞买：
  1.已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但未按法律法
规规定或出让合同约定期限进行开发建设的；
  2.拖欠土地出让金尚未交清的；
  3.其他有关规定不能参加的。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为有底价出

让，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五、竞买申请和竞买保证金交纳

  1.有意竞买者于2024年12月10日至2024年12
月30日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竞买申请
书》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竞买申请确认
表》按出让文件的有关要求提交相关资料，向甘
肃正大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提出竞买申请，领取出
让文件。
  2.申请人资格审查完毕后，符合条件的申请人
按出让文件的有关规定缴纳竞买保证金。竞买保证
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24年12月30日下午17：00时
（指银行交换到账时间）。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在竞

买保证金到账后，方确定为竞买人，有资格参加竞
买。竞买未成交者，竞买保证金在出让会后5个工
作日内如数退还（不计利息）。
  3.申请人于2024年12月18日至2024年12月30
日到陇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大厅办理竞买
手续。
  六、出让方式的确定

  竞买人达到三家以上（含三家）的，按拍卖方
式出让；竞买人不足三家的，按挂牌方式出让。
出让方式于2024年12月30日下午18：00时前确
定，并通知竞买人。以挂牌方式出让的，同时通知
起始价及增价幅度，挂牌期间继续接受报名，报名

时间至2025年1月8日下午17：00时；交纳竞买保
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25年1月8日下午17：00时
（指银行交换到账时间）。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
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
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七、出让期限、时间及地点

  （一）拍卖时间及地点
  1.拍卖时间：2024年12月31日（星期二）下午
15：00时
  2.拍卖地点：陇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多功
能厅。
  （二）挂牌出让期限、时间及地点
  1.挂牌竞价期限：2024年12月31日至2025年1
月10日。
  2.报价时间：挂牌竞价期限内的每日9：00－
11：30；14：30－17：00。
  3.挂牌及报价地点：陇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交易大厅。
  4.挂牌会地点：陇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多功
能厅。
  八、出让文件的领取

  有意竞买者于2024年12月10日起到陇南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交易大厅领取《甘肃省礼县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文件（宗地编号：2022-P号

宗地）》。
  九、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即日起申请人可自行现场踏勘地块，费用
自理。
  2.本次出让宗地按现状出让，出让面积以礼县
自然资源局实际交地面积为准。
  3.开发建设必须符合礼县国土空间规划、修建
性详细规划以及防震等有关要求。
  4.本出让公告规定的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将发
布变更公告，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出让详细情况
以《甘肃省礼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文件
（宗地编号：2022-P号宗地）》载明的为准。
  礼县自然资源局对本公告有解释权。
  特此公告
  十、联系方式

  1.礼县自然资源局
  联 系 人：杨林海
  联系电话：0939-4482800
  2.甘肃正大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联 系 人：赵经理  马经理
  联系电话：0931-8470330 
       18143767884   15309398060
            礼县自然资源局

            2024年12月10日

甘 肃 省 礼 县 国 有 建 设 用 地 使 用 权 公 开 出 让 公 告
礼自然资源告字﹝ 2 0 2 4﹞ 0 5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
条例》及《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甘肃省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之规定，经礼县人民政府批准，礼县
自然资源局委托甘肃正大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对以下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公开出让，现将有关出让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宗地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见下表）

  12月8日，一艘商品车运输船靠泊
山东港口烟台港（无人机照片）。
  山东港口烟台港积极打造商品车物
流枢纽港，2024年以来，新增烟台至俄
罗斯、烟台至土耳其两条商品车外贸航
线。目前，烟台港商品车外贸航线网络
已遍布欧洲、非洲、美洲等地区。截至
11月底，山东港口烟台港累计完成商品
车作业量68.6万辆。

    新华社发（张进刚 摄）

新华简讯

中央宣传部授予单杏花同志“时代楷模”称号
  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　中央宣传部日前向全社会宣传发布单杏花同志的先
进事迹，授予她“时代楷模”称号。

跆拳道大满贯挑战赛：中国队再获一金三银一铜
  新华社江苏无锡12月8日电 2024年世界跆拳道大满贯冠军系列赛（挑战
赛）8日在江苏无锡决出最后四个级别冠军，中国选手穆文喆和徐蕾在女子67
公斤以上级包揽冠亚军，中国队还在另外三个级别上收获两银一铜。

火星开始逆行 迎最佳观测期
  新华社天津12月9日电 12月8日，火星由顺行改为逆行，这意味着火星开
始进入最佳观测期，距离冲日不远了。

世卫组织通报刚果（金）不明原因疾病情况
  新华社日内瓦12月8日电 世界卫生组织8日发布消息称，刚果（金）一处偏远
地区近期出现406例不明原因疾病病例，其中31人死亡。世卫组织认为，目前该病
引发的风险在刚果（金）国家层面为中等，在区域和全球层面其风险仍然较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