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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2021 年 12 月 23 日，鹤岗市人社局发布公告称，因鹤岗市政府实施财政重整

计划，财力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决定取消公开招聘政府基层工作人员计划。

鹤岗成为首个财政重整的地级市，引发市场对基层财政困境的担忧。什么是

“财政重整”？鹤岗为何陷入财政重整？还有哪些地级市债务付息压力较大？

地方政府启动财政重整后该怎么办？本文主要回答以上四个问题。 

摘要： 

一、什么是“财政重整”？三点认知 

第一，“财政重整”源于 2016 年《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简称“88

号文”）。88 号文规定了财政重整的两种情形：一是“自愿型”，市县债务管理领

导小组或债务应急领导小组认为确有必要时；二是“强制型”，市县政府年度一

般债务（专项债务）付息支出超过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支

出的 10%。 

第二，财政重整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政府破产。1）财政体制不同。美国是联邦

制国家，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只是事权范围、管辖地域的不同，没

有上下级关系，不存在联邦政府、州政府为地方政府财政兜底的情况。而我

国是单一制结构，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牵一发而

动全身。2）衡量指标不同。国际上通常以 60%（公共债务占 GDP 比重）作

为债务率警戒线，针对的是全部债务；而我国财政重整仅针对显性债务，以

债务付息率作为衡量指标。3）重整目的不同。西方政府通过破产清理摆脱“旧”

的债务，获得财政“新生”；而财政重整是在债务风险出现“苗头”时就及时响应，

体现了未雨绸缪防风险的思想。 

第三，财政重整在我国早已出现，但此前均局限在区县层面，鹤岗是全国首

个财政重整的地级市。早在 2018 年，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雁江区由于债务

付息压力过大，启动财政重整计划。随后，两县级政府积极化债，区域内债

务风险明显降低，均于 2019 年 5 月“退出”财政重整。 

 

二、鹤岗为何启动“财政重整”？表象&本质 

1.表象：土地出让收入下滑可能是此轮“财政重整”的导火索 

从债务付息上看，鹤岗此轮财政重整不是在债务付息率超过 10%后强制进行

的，更大概率是由于近年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滑、专项债务偿债风险上升，

债务领导小组认为确有必要而主动进行的。 

从“账面”上看，2016-2020 年鹤岗一般债务付息率相对较低且稳定，分别为

0.9%、0.5%、0.5%、0.8%和 1.0%；专项债债务付息数据一直处于“缺失”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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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零”状态，没有体现在“账面”上。 

据我们测算， 2017-2020 年鹤岗市专项债务付息率分别达到 6.8%、5.5%、

6.4%和 5.2%，距离 10%的“红线”还有段距离。 

2.本质：资源枯竭、人口流失、经济增长乏力，鹤岗财政重整早有预兆 

长期以来鹤岗市财政收支矛盾突出，严重依赖上级转移支付和债务收入。2020

年鹤岗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3.0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36.8 亿元，年度

财政缺口 113.8 亿元，依靠上级补助收入（104.7 亿元）、债务收入（17.3 亿

元）补足。 

财政与经济是一体两面的关系，鹤岗财政上的困难折射出其经济发展上面临

的困境。2012 年以来，受环境整治、煤炭量价齐跌等负面影响，鹤岗市煤炭

产业逐渐没落，沦为典型的“资源枯竭型”城市。截至 2020 年，鹤岗市 GDP

仅有 340.2 亿元，八年间年复合增速为-0.6%，低于同期全国水平 8.8 个百分

点。 

 

三、地方财政重整，鹤岗会是最后一个吗？ 

近年来部分地区发生财政重整的直接原因，在于专项债务利息刚性支出与土

地出让收入快速下滑的矛盾：地方偿债高峰期利息刚性支出不减，叠加土地

出让收入下降导致政府性基金支出大幅减少，最终推动专项债务付息率被动

上行。但当前地方财政重组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短期稳增长与中长期经济

转型平衡的困难，更在于财政体制的发展完善落后于经济改革：我国经济发

展从房地产繁荣走向科技和制造强国，但短期内房地产市场仍是经济发展的

重要支撑与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2021 年三季度以来土地市场降温，总体呈

现量价齐跌，近期政策已逐步释放信号纠偏，但土地市场预期转暖仍需时间，

部分依赖土地出让收入的地区面临财政重整的压力上升。 

从全国层面来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整体可控，债务付息压力不大。自 2015

年以来，地方政府债务付息率一直处于上升通道，尤其是专项债务付息率。

但截至 2020 年，一般债务付息率和专项债务付息率分别为 2.0%和 3.2%，距

10%的红线仍有较大的空间。 

从省级层面来看，局部地区债务率偏高、债务付息压力较大，尤其是专项债

务。各省份一般债务付息压力较小，一般债务付息率均在 4%以下。相较而言，

专项债务付息压力较大，其中宁夏（7.7%）、辽宁（5.9%）、青海（5.3%）

等 5 个省份专项债务付息率在 5%以上。 

从地市层面来看，3 个地级市一般债务付息率超过 7%、14 个地级市专项债

务付息率超过 7%。排除个别地级市将债务付息支出挂在其他账户的情况，仅

从“账面”债务付息数据来看，辽宁 2 个、内蒙古 1 个地级市 2020 年一般债务

付息率超过 7%；专项债务付息率超过 7%的有 14 个，分布在辽宁、内蒙古、

福建、宁夏等 9 个省份。 

 

四、如何有效应对财政重整？ 

陷入财政重整后，地方政府可以出的“招”相对有限，主要包括以下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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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增收。可行措施包括加大清缴欠税欠费力度、增加政府资源性收入、暂

停部分财税优惠政策、将部分国有资产予以变现，多渠道筹集资金偿还债务。

但这不意味着地方政府可以新增税、乱收费。 

二是节支。在重整期内，除必要的基本民生支出和政府有效运转支出外，本

级政府其他财政支持应保持“零增长”或者大力压减。具体的涉及以下几个方

面：三不一退、削减经费、缩减编制、清理补贴等措施。 

三是求助。地方政府增收、节支仍无法“填坑”的情况下，可以申请省级政府临

时救助。 

从部分地区财政重组经验来看，增收与求助上级政府的效果最为明显，而节

支能进一步巩固财政重组的成果，起到“临时”的应对作用。但从中长期来看，

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解决财政可持续性问题，避免陷入财政危机。站在更长

远的角度，未来还要立足人口老龄化、产业结构变化、解决收入不均等不平

衡的矛盾、高质量发展、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企业、科学家的积极性的角

度构建新的财政和税收制度。 

 

风险提示：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滑、部分地级市债务付息率测算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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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财政重整”？三点认知 

第一，“财政重整”的依据是 2016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

处置预案》（以下简称“88 号文”）。按照政府性债务风险事件的性质、影响范围和危害程度

等情况，划分为Ⅰ级（特大）、Ⅱ级（重大）、Ⅲ级（较大）、Ⅳ级（一般）四个等级，并相

应实行分级响应和应急处置。针对Ⅳ级债务风险事件，88 号文规定了实行财政重整的两

种情形：一是市县债务管理领导小组或债务应急领导小组认为确有必要时,可以启动财政

重整计划；二是市县政府年度一般债务付息支出超过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0%的，或

者专项债付息支出超过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0%的，债务管理小组或债务应急领导

小组必须启动财政重整计划。 

二是财政重整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政府破产。1）财政体制不同。以美国为例，地方政

府破产时有发生，例如加利福尼亚州橘县、密歇根州底特律市、俄亥俄州曼斯菲尔德市

均发生过政府破产。这是由于美国是联邦制国家，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只是事

权范围、管辖地域的不同，没有上下级关系，不存在联邦政府、州政府为地方政府财政

兜底的情况，地方政府在收支失衡后，只能申请破产重组。而我国采取的是单一制结构，

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政府破产发生的可能

性较低。2）衡量指标不同。国际上通常以 60%（公共债务占 GDP 比重）作为债务率警

戒线，针对全部债务；而我国财政重整仅针对显性债务，以债务付息率作为衡量指标。3）

重整目的不同。西方政府通过破产摆脱“旧”的债务，获得财政“新生”。而财政重整是在债

务付息挤占对应“账本”中的基本民生支出、影响政府有效运转后所做的重新安排，在债务

风险出现“苗头”时就及时响应，体现了未雨绸缪防风险的思想。同时，财政重整会倒逼地

方政府合理安排收支、盘活国有资产，统筹资金用于偿还债务，防止债务风险进一步蔓

延成系统性风险。 

三是财政重整在我国早已出现，但此前均局限在区县，鹤岗是全国首个财政重整地

级市，所以备受关注。2018 年，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雁江区两个县级政府由于债务付

息压力过大，相继启动财政重整。根据 2017 年决算报告，安岳县、雁江区专项债务付

息率分别达到 27.1%和 33.0%，必须启动财政重整计划。随后，两县政府通过拓宽财源

渠道、优化支出结构、依法处置资产等措施增收节支，统筹资金用于偿还债务，区域内

债务风险明显降低，均于 2019 年 5 月成功退出财政重整。 

图表1：2017 年雁江区专项债务付息率高达 33.0% 

 

资料来源：雁江区人民政府、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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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般债务付息率=一般债务付息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专项债务付息率=专项债务付息支出/政府性基金支出；下同 

二、鹤岗为何启动“财政重整”？表象&本质 

1.表象：土地出让收入下滑可能是此轮“财政重整”的导火索 

从债务付息上看，鹤岗此轮财政重整并非是在债务付息率超过 10%后强制进行的，

更大概率是由于近年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滑、专项债务偿债风险上升，债务领导小组认

为确有必要而主动进行财政重整。 

一是从“账面”上看，鹤岗一般债务付息率、专项债务付息率远低于“10%”的警戒线。

从鹤岗市 2016-2020 年决算报表来看，一般债务付息率相对较低且稳定，分别为 0.9%、

0.5%、0.5%、0.8%和 1.0%；专项债务付息率指标看似更安全，自 2016 年以来鹤岗市

专项债债务付息数据一直处于“缺失”或“挂零”状态。 

二是以地方政府债务票面加权利率测算后，鹤岗市专项债务付息率快速上行，但尚

处在“安全区”。根据《2020 年度鹤岗市财政总决算强审说明》，鹤岗市一般债务、专项债

务均存在付息支出不足的问题。由于财力不足，无力支付到期的地方政府债务付息资金，

全部挂在“暂付款”科目中，没有体现在债务付息支出中，因此“账面”债务付息数据不准。

由于我国市县政府没有发行地方债的权利，均由省级政府代为举借，因此可用黑龙江省

地方债券加权平均发行利率 3.58%作为鹤岗市的债务利率，结合区域内政府性债务余额，

测算鹤岗市“真实”的债务付息规模。重新计算后，鹤岗市的地方债务付息率大幅提升，尤

其是专项债务付息率。2017-2020年，鹤岗市重测算专项债务付息率分别达到 6.8%、5.5%、

6.4%和 5.2%，虽然处在 5%以上的高位，但距离 10%的“红线”还有段距离。因此，数据

上很难证明鹤岗市由于债务付息率触及红线而强制进行财政重整。 

三是此轮财政重整可能是在近年土地出让收入下滑、专项债务付息困难，债务领导

小组认为有必要而进行的。鹤岗市因“白菜房价”政府性基金收支规模一直较小，其微小变

化可能导致专项债务付息率大幅上行。 

2.本质：资源枯竭、人口流失、经济增长乏力，鹤岗财政重整早有预兆 

长期以来鹤岗市财政收支矛盾突出，严重依赖上级转移支付和债务收入。2020 年鹤

岗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3.0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36.8 亿元，年度财政缺口 113.8

亿元，依靠上级补助收入（104.7 亿元）、债务收入（17.3 亿元）补足。自 2015 年后，

鹤岗市政府性债务余额一直保持 10%以上的高速增长，为日后的债务风险埋下隐患。截

至 2020 年底，鹤岗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131.3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109.6 亿元，专项

债务 21.7 亿元。 

财政与经济是一体两面的关系，鹤岗财政上的困难折射出其经济发展上面临的困境。

近年来，鹤岗煤炭资源枯竭、人口严重流失、经济增长放缓。鹤岗，别称煤城，矿产资

源十分丰富，因矿而生、因矿而兴，同样也因矿而衰。2004 年鹤岗市 GDP 首次突破百

亿大关，达到 104.7 亿元，2012 年来到历史峰值 358.2 亿元，复合年增速达到 16.6%，

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012 年以来，受环境整治、煤炭量价齐跌等负面影响，鹤岗市煤炭

产业逐渐没落，沦为典型的“资源枯竭型”城市。截至 2020 年，鹤岗市 GDP 仅有 340.2

亿元，八年间年复合增速为-0.6%，低于同期全国水平 8.8 个百分点。伴随而来的是，鹤

岗人口严重流失、房价大幅走低。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截至 2020 年 11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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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鹤岗市常住人口为 89.1 万人，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 105.9 万人相比，

下降 15.8%，年平均增长率为-1.71%。 

图表2：2015-2020 年，鹤岗市债务余额及付息情况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亿元） 
89.8 106.3 111.2 115.7 143.0 136.8 

政府性基金支出 

（亿元） 
5.6 4.7 2.9 4.8 6.7 12.5 

政府性债务余额 

（亿元） 
45.8 51.1 63.5 85.3 115.4 131.3 

一般债务余额 

(亿元) 
42.2 45.3 57.7 75.9 100.8 109.6 

专项债务余额 

(亿元) 
3.6 5.8 5.3 9.3 14.6 21.7 

一般债务付息 

(亿元) 
- 1.0 0.5 0.5 1.1 1.4 

专项债务付息 

（亿元） 
- - - - 0.0 0.0 

一般债务付息率 - 0.9% 0.5% 0.5% 0.8% 1.0% 

专项债务付息率 - - - - 0.0% 0.0% 

一般债务付息 

(亿元，测算) 
- 1.6 1.8 2.4 3.2 3.8 

专项债务付息 

（亿元，测算） 
- 0.2 0.2 0.3 0.4 0.7 

一般债务付息率 

(测算) 
- 1.5% 1.7% 2.1% 2.2% 2.8% 

专项债务付息率 

(测算) 
- 3.6% 6.8% 5.5% 6.4% 5.2% 

资料来源：鹤岗市人民政府、粤开证券研究院 

注：债务付息规模测算
𝑡
= (债务余额

𝑡
+债务余额

𝑡−1
) /2 ∗地方政府债券加权平均发行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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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鹤岗市一般债务付息率一直保持较低水平 

 

资料来源：鹤岗市人民政府、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4：2017 年以来，鹤岗市专项债务付息率较高 

 

资料来源：鹤岗市人民政府、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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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2015 年以来，鹤岗市政府性债务余额保持 10%以上的增速 

 

资料来源：鹤岗市人民政府、粤开证券研究院 

 

三、地方财政重整，鹤岗会是最后一个吗？ 

从全国层面来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整体可控，债务付息压力不大。自 2015 年以

来由于地方政府举债“开前门”，显性政府性债务余额越来越大。截至 2020 年末，地方政

府债务余额为 25.7 万亿，加上中央政府债务余额 20.9 万亿，政府债务余额与 GDP 的比

重为 45.8%，低于国际 60%的警戒线。考虑综合财力后，地方政府债务率为 93.6%。对

比 100%-120%的国际通行标准，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率不高，整体风险可控。从债务付息

压力来看，自 2015 年以来，地方政府债务付息率一直处于上升通道，尤其是专项债务

付息率。但截至 2020 年，一般/专项债务付息率分别为 2.0%和 3.2%，距 10%的红线仍

有较大的空间。 

从省级层面来看，局部地区债务率偏高、债务付息压力较大，尤其是专项债务。截

至 2020 年底，债务率超过 120%的省份有 4 个，分别为青海（123.4%）、宁夏（130.8%）、

贵州（152.4%）和天津（179.2%）。细分债务类型后，发现一般债务付息压力较小，各

省份一般债务付息率均在 4%以下，辽宁（3.9%）、贵州（3.8%）、青海（3.3%）、内蒙

古（3.2%）、宁夏（3.1%）5 个省份在 3%以上。专项债务付息压力较大，其中 5 个省份

专项债务付息率在 5%以上，分别为宁夏（7.7%）、天津（6.7%）、辽宁（5.9%）、青海

（5.3%）和贵州（5.1%）。 

从地市层面来看，3 个地级市一般债务付息率超过 7%、14 个地级市专项债务付息

率超过 7%。排除个别地级市将债务付息支出挂在其他账户的情况，仅从“账面”债务付息

数据来看，辽宁 2 个、内蒙古 1 个地级市 2020 年一般债务付息率超过 7%；专项债务付

息率超过 7%的有 14 个，涉及 9 个省份，其中辽宁（3 个）、内蒙古（2 个）、福建（2

个）、宁夏（2 个）、海南（1 个）、贵州（1 个）、新疆（1 个）、湖南（1 个）、甘肃（1

个）。 

2021 年三季度以来土地市场降温，总体呈现量价齐跌，以土地出让收入为主的政府

性基金收入快速下滑，进而传导至政府性基金支出，使得各地政府专项债务付息率占比

大幅上行，容易超过 10%的红线，后续或有更多的市县启动财政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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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6：从全国来看，地方政府债务付息率尚在安全范围内 

 

资料来源：各省市财政决算报告、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7：2020 年 31 省份债务率情况 

 

资料来源：Wind、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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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8：2020 年 31 省份一般/专项债务付息率 

 

资料来源：各省市财政决算报告、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9：2020 年底 3 个地级市一般债务付息率超过 7% 

序号 省份 地级市 
一般债务

付息率 

专项债务

付息率 

一般债券

付息 

(亿元) 

专项债券

付息 

（亿元） 

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

（亿元） 

政府性基

金支出

（亿元） 

地方政府

债务余额

（亿元） 

一般债务

余额 

(亿元) 

专项债务

余额( 

亿元) 

1 辽宁 A 市 9.4% 8.3% 25.6 4.5 272.6 54.0 852.5 723.5 129.0 

2 辽宁 B 市 8.4% 3.7% 20.4 2.9 244.2 79.4 679.2 584.1 95.0 

3 内蒙古 C 市 7.8% 1.9% 51.8 2.9 663.7 148.7 1623.3 1481.4 141.9 

资料来源：各地市 2020 年政府决算报告、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10：2020 年底 14 个地级市专项债务付息率超过 7% 

序号 省份 地级市 
一般债务

付息率 

专项债务

付息率 

一般债券

付息 

(亿元) 

专项债券

付息 

（亿元） 

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

（亿元） 

政府性基

金支出

（亿元） 

地方政府

债务余额

（亿元） 

一般债务

余额 

(亿元) 

专项债务

余额( 

亿元) 

1 辽宁 D 市 4.6% 16.0% 16.1 11.9 348.0 74.3 793.2 459.8 333.4 

2 辽宁 E 市 2.4% 15.2% 5.6 4.6 236.9 30.0 289.6 161.7 127.9 

3 海南 F 市 2.2% 14.0% 2.0 2.3 89.5 16.4 142.6 64.2 78.4 

4 贵州 G 市 2.3% 9.2% 15.8 72.6 678.2 789.0 2397.2 380.0 2017.2 

5 内蒙古 H 市 4.7% 8.3% 5.2 2.6 109.8 31.1 242.0 155.5 86.5 

6 辽宁 A 市 9.4% 8.3% 25.6 4.5 272.6 54.0 852.5 723.5 129.0 

7 新疆 I 市 2.7% 8.2% 14.3 26.4 537.2 320.3 1188.9 405.5 783.4 

8 内蒙古 J 市 2.5% 7.8% 9.7 10.9 379.3 138.6 1004.6 669.4 335.2 

9 福建 K 市 3.4% 7.6% 24.6 30.2 715.1 396.8 1548.4 661.5 887.0 

10 宁夏 L 市 4.0% 7.6% 13.3 8.3 332.4 109.3 307.7 188.9 118.8 

11 湖南 M 市 3.6% 7.4% 10.5 11.5 293.4 154.8 584.5 310.9 273.5 

12 甘肃 N 市 1.8% 7.2% 5.3 2.7 300.5 38.0 248.8 139.9 108.9 

13 福建 O 市 2.7% 7.1% 9.1 15.8 333.3 223.8 758.9 260.4 4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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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地级市 
一般债务

付息率 

专项债务

付息率 

一般债券

付息 

(亿元) 

专项债券

付息 

（亿元） 

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

（亿元） 

政府性基

金支出

（亿元） 

地方政府

债务余额

（亿元） 

一般债务

余额 

(亿元) 

专项债务

余额( 

亿元) 

14 宁夏 P 市 1.8% 7.1% 4.5 1.3 254.0 17.9 78.8 63.8 14.9 

资料来源：各地市 2020 年政府决算报告、粤开证券研究院 

 

四、如何有效应对财政重整？ 

88 号文规定，省级政府应当将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处置纳入考核范围。同时，在终

止应急措施之前，政府主要领导同志不得重用或提拔。因此，地方官员面临的政治考核

压力较大，亟于消除财政重整计划的负面影响。但一般公共预算承担了“吃饭财政”与“民

生财政”的功能，支出存在刚性；而政府性基金预算主要源于土地出让收入，不仅要用于

土地相关的支出，还有适当“支援”一般公共预算。实际陷入财政重整后，地方政府可以出

的“招”相对有限，主要包括以下三种。 

一是增收。可行措施包括加大清缴欠税欠费力度、增加政府资源性收入、暂停部分

财税优惠政策、将部分国有资产予以变现，多渠道筹集资金偿还债务。但这不意味着地

方政府可以新增税、乱收费。例如，面对日益突出的财政收支矛盾，河北霸州依靠非税

收入特别是罚没收入来弥补财政缺口的冲动强烈，运动式执法乱象严重。通报披露数据

显示，2021 年 10 月 1 日-12 月 6 日霸州市 15 个乡镇入库和未入库罚没收入 6718.37

万元，是 1-9 月罚没收入（596.59 万元）的 11 倍。 

二是节支。在重整期内，除必要的基本民生支出和政府有效运转支出外，本级政府

其他财政支持应保持“零增长”或者大力压减。具体的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三不一退”，

不得新批政府投资计划、新上政府投资项目、设立各类需要政府出资的投资基金，已经

设立的应当制定分年退出计划并严格落实；2）“削减经费”，实行公务出国（境）、培训、

公务接待等项目“零支出”，大幅砍掉政府咨询、差旅、劳务等各项支出；3）“缩减编制”，

机关事业单位暂停新增人员，必要时采取核减机构编制、人员等措施，如鹤岗此次取消

招聘政府基层工作人员；4）“清理补贴”，暂停地方自行出台的机关事业单位各项补贴政策，

清理各类对企事业单位的补助补贴。 

三是求助。地方政府增收、节支仍无法“填坑”的情况下，只能申请省级政府临时救助，

包括：代偿部分政府债务，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减免部分专项转移支付配套资金。

在“省级政府对本地区政府性债务风险处置负总责”的原则下，上级政府的帮助是十分必要

的。 

从部分地区财政重组经验来看，增收与求助上级政府的效果最为明显，而节支能进

一步巩固财政重组的成果，起到“临时”的应对作用。但从中长期来看，要通过体制机制改

革解决财政可持续性问题，避免陷入财政危机。站在更长远的角度，未来还要立足人口

老龄化、产业结构变化、解决收入不均等不平衡的矛盾、高质量发展、充分调动中央和

地方、企业、科学家的积极性的角度构建新的财政和税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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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持：我们预计未来报告期内，行业整体回报低于基准指数 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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