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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7 月 2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

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有效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制定实施一揽子化债

方案。 

 

摘要： 

一、如何看待地方债务风险？ 

第一，认识债务风险要放在财政整体运行的角度，债务是除转移支付外收支

缺口的重要弥补方式，是财力与支出责任的缺口。近年来，财力和支出责任

出现三大变化快速推升了地方政府债务：一是经济持续下行加之大规模减税

降费，宏观税负持续下行。二是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考核从单一 GDP 转到多元

目标，经济增长之外还包括环境保护、脱贫攻坚、防范化解风险等，导致地

方政府支出责任范围扩大、刚性程度上升。三是经济风险财政化增加政府的

潜在支出责任。 

第二，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上升与我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有关，债务和投资

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驱动着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和债务率呈现出持续上升的

趋势。分税制（财权和事权不匹配）、城镇化只是表面原因，不能完全解释，

政绩考核机制和近乎无限责任政府才是根本驱动因素。 

第三，债务本身并不是风险，问题的关键是债务的支出结构与效率、债务期

限结构与现金流的匹配，是否形成了优质的资产和充裕的现金流，是否产生

期限错配的问题。 

 

二、当前地方债务风险形势如何？ 

总体上地方政府显性债务压力可控，债务风险主要集中在城投平台等主体形

成的隐性债务。 

宏观风险上，债务集中到期、偿债利息加大、支出使用效率下降、债务支出

并未形成优质的资产；微观风险上，城投公司总体上盈利能力弱、现金流差，

前期支持拿地再度恶化现金流。 

截至 2022 年底，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35.1 万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14.4

万亿元，专项债务 20.7 万亿元。考虑综合财力和 GDP 后，我国地方政府债务

率为 125.1%，负债率 29.0%，显性债务压力尚可控。分省份来看，7 个省份的

债务率超过 150%，分别是天津、吉林、云南、辽宁、贵州、重庆和福建。 

但是考虑融资平台的有息债务后，整体偿债压力较大，尤其是中西部财政实

力较弱的省份。截至 2022 年底，城投平台形成的带息债务规模达到 55.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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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考虑城投平台有息债务后，我国地方政府广义债务率和广义负债率分

别达到 320.4%和 74.4%，均处于较高水平。分省份来看，广义债务率超过 300%

的省份有 18 个，其中天津、重庆、江苏和云南 4 地超过 400%，分别为 774.2%、

469.7%、444.1%和 415.4%。 

城投平台有息债务纵向层级分布与区域财力相关。从全国来看，城投平台的

层级分布较为均匀，省级、地市级和区县级三分天下，占比相当，分别为 28.1%、

38.5%和 33.5%。但具体到各省则大不相同，强区县省份浙江、江苏区县城投

债务占比分别达到 70.0%和 56.4%；而宁夏、甘肃、西藏、吉林等属于弱区域，

市县平台举债较为困难，隐性债务主要集中在省级和地市级平台。 

从城投平台公开债来看，城投短期债务占比较高，债务滚续频繁。从到期分

布来看，2021-2025 年是城投债到期高峰期，年均到期量达到 3.3 万亿。 

 

微观上，城投平台的经营情况持续恶化： 

一是城投平台资产负债率缓慢抬升。从 2014-2022 年，城投平台资产负债率

中位数上升到 2022 年的 58.7%，提高 10.3 个百分点。从整体资产负债率分布

来看，超 11%的城投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 70%，65.4%的城投公司资产负债率

分布在 50%-70%。 

二是城投平台还本付息能力逐年下降。从还本能力来看，以有形资产/城投平

台带息债务衡量还本能力，自 2014 年以来整体呈现出下降趋势，2022 年该数

值中位数仅为 0.9，即变卖所有有形资产仍不能偿还所有带息债务。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EBITDA 对企业带息债务的覆盖能力也较差，2014-2022 年城

投平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带息债务大于 1 的占比较小，2022 年仅有

0.3%，EBITDA/带息债务也呈现逐年下降趋势，2022 年中位数仅为 4.0%。从

付息能力来看，企业利润对利息的覆盖亦呈下降趋势，2022 年 EBIT/利息费

用中位数仅为 2.6，加回折旧摊销后 EBITDA/利息费用中位数也仅有 3.7。 

三是城投平台盈利能力较弱，ROA 中位数不足 1%。城投平台盈利能力较弱，

与一般企业债相比财务数据上并不具有投资吸引力。净资产收益率的中位数

从 2014 年的 2.9%下降至 2022 年的 1.3%，总资产收益率的中位数从 2014 年

的 1.5%下降到 2022 年的 0.6%。 

除了债务风险外，未来财政还面临以下五大风险：一是房地产风险引发的财

政冲击。二是金融风险财政化。三是城投风险与财政风险交织。部分高度依

赖土地出让收入的地区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降，而目前民营房企整体遇到现

金流困难，部分城投摇身一变通过拿地的方式为地方政府输血，但是城投也

面临债务问题，这可能会导致城投与财政风险进一步捆绑。四是受国际大宗

商品价格下行以及国内需求不足的影响，物价水平尤其是与财政关系度较大

的 PPI 持续负增长，不利于财政增收。五是突发疫情、地缘政治因素等引发

的财政冲击。 

 

三、何化解债务？——短期六条与中长期八条建议 

短期要应对好债务到期后的再融资问题，避免引发处置风险的风险，集中在

拉长周期和压降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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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安排财政资金偿还，通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提升为偿还债务留出空

间，主要来自于年度预算资金、超收收入、盘活财政存量资金等。 

第二，出让政府持有的股权、土地使用权以及经营性国有资产权益偿还债务，

划转部分流动性较好的国资解决部分存量债务，典型案例为贵州的“茅台化

债”。 

第三，利用项目结转资金、经营收入偿还。 

第四，通过债务甄别将部分存量隐性债务显性化、市场化，合规转化为企业

经营性债务。 

第五，通过债务置换、展期等方式优化债务结构，优化债务期限结构、降低

利率负债。1）通过发行再融资债券、企业债券、银团贷款等置换高成本债务。

例如，贵州、青海等中西部省份提出，争取高风险建制市县降低债务风险试

点等政策支持，通过发行政府债券置换隐性债务。 2）以与金融机构协调，

对现有债务进行展期，对高息债务进行“削峰”，以时间换空间。例如，贵州

城投遵义道桥 2022 年 12 月 30 日发布公告推进银行贷款重组，涉及债务规模

为 155.94 亿元，贷款期限调整为 20 年，利率调整为 3%/年至 4.5%/年，前 10

年仅付息不还本，后 10 年分期还本。 

第六，在存量隐性债务显性化、市场化的前提下，做好风险隔离，通过破产

重组、清算等方式减计债务，避免风险传递引发区域性系统性风险。 

中长期要推动体制机制的联动改革： 

第一，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界定政府职责与规模。深化党和国家体制、行

政事业单位改革，强化绩效管理。 

第二，建立匹配多元目标治理体系下的政绩考核激励约束制度和财政评估制

度。 

第三，建立政策出台前评估和实施效果问责机制，避免各领域风险蔓延至财

政，避免风险财政化透支财政空间。 

第四，深化社保制度改革，避免社保长期过度依赖一般公共预算补贴。 

第五，尽快稳定宏观税负，不宜再出台大规模减税降费，结构性加税（房地

产税、消费税、环保税、资源税）。 

第六，优化债务区域结构，适度放宽都市圈城市群以及人口流入地区的举债

额度，但强化绩效管理，负债与资产匹配、成本与收益匹配，在有优质现金

流的资产项目上加杠杆，稳定杠杆率而非稳定杠杆绝对数。 

第七，优化债务性质结构，实事求是面对风险。提高国债和一般债比重，降

低地方债和专项债比重。 

第八，强化财政与金融配合。财政为主，货币金融环境从数量和价格支持财

政。 

 

风险提示：外部冲击超预期、经济下行压力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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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何看待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第一，认识地方债务风险要放在财政整体运行的角度，债务是除转移支付外收支缺

口的重要弥补方式，是财力与支出责任的缺口。近年来，财力和支出责任出现了一些新

的变化使得债务形势逐渐恶化。 

一是经济持续下行加之大规模减税降费，宏观税负持续下行，财政汲取能力下降。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总体上持续下行，期间虽因逆周期调节有所波动，

但不改整体下行趋势。疫情爆发以来的三年，大规模减税降费退税等措施持续出台以稳

定经济，宏观税负持续下行。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GDP 衡量的宏观税负在 2015 年见顶，

从 2015 年 22.1%下降到 2022 年的 16.8%，相当于 2005 年的水平。以税收收入/GDP 衡量

的宏观税负在 2013 年见顶，从 2013 年 18.6%下降到 2022 年的 13.8%，相当于 2001 年的

水平，2020-2022 年分别下降 0.8、0.2 和 1.3 个百分点，下降速度较快。减税降费固然提

高了市场主体的抗风险能力，但是在居民和企业预期较弱的背景下，难以转化为企业的

投资和居民的消费，即分子端减税降费推升了债务、分母端经济增长不明显，因此地方

政府的负债率和债务率进一步攀升。未来随着土地出让收入下行，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

力下降。 

二是 2012 年以来，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考核发生了变化，明确不再以 GDP 论英雄，

但实际上地方政府面临的目标更加多元，包括环境保护、脱贫攻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等，这意味着地方政府支出责任的范围扩大、刚性程度上升，地方政府的收支缺口随之

扩大。 

三是经济社会风险财政化，增加政府的潜在支出责任，推升债务。债务风险的形成

固然有外部的冲击，如中美贸易摩擦等，还部分地源于内部非经济政策与经济政策之间

的不协调，尤其是环保一刀切、市场监管等过严。一刀切的非经济政策导致经济下行、

企业经营困难，社会呼吁财政发力来解决这些问题，即经济风险财政化，这在无形中形

成了政府的潜在支出责任，进一步导致政府债务增加。同时，部分地方政府超前承诺的

问题也加大了潜在政府债务，比如省级政府要办为老百姓办 10 件实事，到市县就要办

15 件甚至 20 件。 

第二，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上升与我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有关，债务和投资驱动型

的经济增长模式驱动着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和债务率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分税制（财

权和事权不匹配）、城镇化只是表面原因，不能完全解释，政绩考核机制和近乎无限责任

政府是根本驱动因素。分税制并不必然导致地方债务，因为中央转移支付给地方政府后，

实际上中央占比非常低，收支差通过国债弥补，真正的原因是政府职能的扩展和不稳定，

这又源于政府与市场关系未能法治化定型。 

第三，债务本身并不是风险，问题的关键是债务的支出结构与效率、债务期限结构

与现金流的匹配，是否形成了优质的资产和充裕的现金流，是否产生期限错配的问题。 

一方面，专项债越发名不副实，从经济和社会收益角度，已成为事实上的一般债，

不能实事求是反映风险；在包装发行、使用方向等环节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负担。 

另一方面，隐性债务集中体现在城投有息债务，在宏观风险上，偿还本金集中到期、

偿债利息加大、债务支出使用效率下降、债务支出并未形成优质的资产；在微观风险上，

城投公司总体上盈利能力弱、现金流差，近期支持拿地进一步恶化了现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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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近年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持续低于 GDP 名义增速 

 

资料来源：wind、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2：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税收收入占 GDP 比重的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wind、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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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2020 年前土地出让收入及其占 GDP 比重总体上升，2022 年大幅下降 

 

资料来源：wind、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4：近年来，广义宏观税负下降 

 

资料来源：wind、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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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城投平台有息债务规模及增速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二、当前地方债务风险形势如何？ 

（一）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地方政府显性债务压力可控，债务风险主要集中在城投平台等主体形成的隐性债务。

截至 2022 年底，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35.1 万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14.4 万亿元，专

项债务 20.7 万亿元。考虑综合财力和 GDP 后，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率为 125.1%，负债率

29.0%，显性债务压力尚可控。分省份来看，7 个省份的债务率超过 150%，分别是天津、

吉林、云南、辽宁、贵州、重庆和福建。分层级来看，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纵向层级分布

因地而异。从全国来看，截至 2022 年末，省级、地市级和区县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占比分

别为 16.3%、30.5%和 53.1%，区县政府债务超过半壁江山。但具体到各省则因地而异，

不考虑四个直辖市，宁夏、青海、海南、甘肃、吉林五地省级债务余额占比较高，分别

为 61.6%、60.7%、56.1%、53.2%和 38.2%；而强县域省份浙江和江苏则主要集中于区县，

区县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占比分别达到 71.4%和 63.7%。 

但是考虑融资平台的有息债务后，整体偿债压力较大，尤其是中西部财政实力较弱

的省份。截至 2022 年底，城投平台形成的带息债务规模达到 55.0 万亿元（剔除母子公

司重复计算部分，但未剔除已经成功转型为普通国有企业的债务，不包括尚未披露年报

的城投公司）。考虑城投平台有息债务后，我国地方政府广义债务率和广义负债率分别达

到 320.4%和 74.4%，均处于较高水平。分省份来看，广义债务率超过 300%的省份有 18

个，其中天津、重庆、江苏和云南 4 地超过 400%，分别为 774.2%、469.7%、444.1%和

415.4%。 

城投平台有息债务纵向层级分布与区域财力相关。从全国来看，城投平台的层级分

布较为均匀，省级、地市级和区县级三分天下，占比相当，分别为 28.1%、38.5%和 33.5%。

但具体到各省则大不相同，强区县省份浙江、江苏区县城投债务占比分别达到 70.0%和

56.4%；而宁夏、甘肃、西藏、吉林等属于弱区域，市县平台举债较为困难，隐性债务主

要集中在省级和地市级平台。 

城投债迎来到期高峰，借新还旧压力较大。从到期分布来看，2021-2025 年是城投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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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期高峰期，年均到期量达到 3.3 万亿。从地区分布来看，天津、云南和青海面临较高

的到期压力，2023 年到期城投债在存续债中的占比高达 87.4%、61.7%和 50.5%，居全国

前列。从行业分布来看，建筑装饰和综合年内城投债到期规模较大，分别达到 18604 亿

元和 13450 亿元，占上年末存量债券的比分别为 29.5%和 34.0%。 

 

图表6：2022 年分省份显性债务率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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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7：2022 年分省份城投债务率 

 
资料来源：wind、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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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8：2022 年分省份广义债务率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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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9：2022 年分省份地方政府债务率与负债率情况 

 

注：地方综合财力=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央一般公共预算补助收入-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上解+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补助收入-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上解。

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上解和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上解数据缺失较多且体量较小，本处在计算时

暂未考虑。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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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8645.5 14037.3 2929.9 295.1% 774.2% 16311.3 53.0% 139.1%

重庆 10071.0 19275.1 6248.1 161.2% 469.7% 29129.0 34.6% 100.7%

江苏 20694.1 82629.4 23267.3 88.9% 444.1% 122875.6 16.8% 84.1%

云南 12098.3 17118.0 7032.5 172.0% 415.4% 28954.2 41.8% 100.9%

浙江 20168.8 58296.5 19742.4 102.2% 397.4% 77715.4 26.0% 101.0%

山东 23588.0 39726.9 16928.9 139.3% 374.0% 87435.1 27.0% 72.4%

湖北 13900.1 25307.4 10615.8 130.9% 369.3% 53734.9 25.9% 73.0%

贵州 12470.1 15257.0 7601.8 164.0% 364.7% 20164.6 61.8% 137.5%

湖南 15405.1 24375.5 11036.3 139.6% 360.5% 48670.4 31.7% 81.7%

广西 9714.2 14123.3 6751.7 143.9% 353.1% 26300.9 36.9% 90.6%

四川 17705.4 39031.7 16185.2 109.4% 350.5% 56749.8 31.2% 100.0%

江西 10859.5 19005.6 8547.5 127.0% 349.4% 32074.7 33.9% 93.1%

福建 11901.7 13147.9 7739.0 153.8% 323.7% 53109.9 22.4% 47.2%

陕西 9782.2 16931.1 8546.5 114.5% 312.6% 32772.7 29.8% 81.5%

安徽 13304.1 20340.1 10795.8 123.2% 311.6% 45045.0 29.5% 74.7%

甘肃 6087.5 7835.2 4494.7 135.4% 309.8% 11201.6 54.3% 124.3%

北京 10565.3 18894.2 9533.2 110.8% 309.0% 41610.9 25.4% 70.8%

河南 15103.8 22173.4 12146.0 124.4% 306.9% 61345.1 24.6% 60.8%

吉林 7167.6 5239.1 4143.7 173.0% 299.4% 13070.2 54.8% 94.9%

河北 15749.1 10840.3 10527.2 149.6% 252.6% 42370.4 37.2% 62.8%

辽宁 10979.8 4870.2 6417.9 171.1% 247.0% 28975.1 37.9% 54.7%

广东 25082.3 26361.8 21133.6 118.7% 243.4% 129118.6 19.4% 39.8%

新疆 7852.7 7131.9 6366.6 123.3% 235.4% 17741.3 44.3% 84.5%

青海 3044.3 774.1 2035.5 149.6% 187.6% 3610.1 84.3% 105.8%

内蒙古 9339.8 2714.5 6588.8 141.8% 183.0% 23158.7 40.3% 52.1%

黑龙江 7290.9 2430.8 5682.0 128.3% 171.1% 15901.0 45.9% 61.1%

山西 6285.8 5095.6 6653.5 94.5% 171.1% 25642.6 24.5% 44.4%

宁夏 1996.3 1031.0 1785.5 111.8% 169.5% 5069.6 39.4% 59.7%

海南 3486.6 148.8 2395.0 145.6% 151.8% 6818.2 51.1% 53.3%

上海 8538.6 10818.9 12801.2 66.7% 151.2% 44652.8 19.1% 43.4%

西藏 567.9 693.8 2729.5 20.8% 46.2% 2132.6 26.6% 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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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0：截至 2022 年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层级分布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11：截至 2022 年底，分省份地方政府债务层级分布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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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2：截至 2022 年底，全国城投有息债务层级分布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13：截至 2022 年底，分省份城投有息债务层级分布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省级
28.1%

地市级
38.5%

区县
33.5%

分层级城投平台有息债务分布



 宏观研究 

请务必阅读最后特别声明与免责条款 www.ykzq.com  15 / 25 

图表14：2021-2025 年，城投债迎来到期高峰 

 

资料来源：wind、粤开证券研究院 

注：截至 2023 年 7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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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5：分省份城投债到期偿还分布 

 

资料来源：wind、粤开证券研究院 

注：截至 2023 年 7 月 26 日； 

 

 

 

 

 

 

 

 

 

 

序号 省份
2023年初债券余额

（亿元）

2023年到期量

(亿元)
到期率

1 天津 3557.9 3110.2 87.4%

2 云南 1104.1 681.3 61.7%

3 青海 90.1 45.5 50.5%

4 甘肃 315.2 150.8 47.8%

5 宁夏 145.1 68.5 47.2%

6 广东 3442.0 1455.4 42.3%

7 江苏 26948.6 10246.8 38.0%

8 吉林 705.7 248.5 35.2%

9 陕西 2920.6 997.4 34.1%

10 河南 4319.5 1463.2 33.9%

11 辽宁 296.3 100.2 33.8%

12 广西 2001.7 671.1 33.5%

13 江西 5423.3 1606.1 29.6%

14 北京 1779.8 522.3 29.3%

15 新疆 1220.4 351.9 28.8%

16 上海 2009.4 547.2 27.2%

17 湖南 7935.2 2131.4 26.9%

18 山东 10095.9 2683.7 26.6%

19 福建 3664.4 966.3 26.4%

20 浙江 18698.9 4828.1 25.8%

21 安徽 5029.0 1282.6 25.5%

22 河北 1494.4 376.4 25.2%

23 内蒙古 115.8 29.0 25.1%

24 山西 999.9 246.5 24.6%

25 湖北 5262.8 1273.7 24.2%

26 重庆 5489.0 1267.6 23.1%

27 海南 142.4 31.4 22.0%

28 黑龙江 257.2 56.3 21.9%

29 四川 8831.0 1844.3 20.9%

30 贵州 2272.5 429.1 18.9%

31 西藏 213.7 28.2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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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6：分行业城投债到期偿还分布 

 

资料来源：wind、粤开证券研究院 

注：截至 2023 年 7 月 26 日； 

 

我们统计 wind 口径下 2014-2022 年以来可比的 2090 家融资平台的经营情况发现： 

一是城投平台资产负债率缓慢抬升。从 2014-2022 年，城投平台资产负债率中位数

上升到 2022 年的 58.7%，提高 10.3 个百分点。从整体资产负债率分布来看，超 11%的城

投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 70%，65.4%的城投公司资产负债率分布在 50%-70%。 

二是城投平台还本付息能力逐年下降。从还本能力来看，以有形资产/城投平台带息

债务衡量还本能力，自 2014 年以来整体呈现出下降趋势，2022 年该数值中位数仅为 0.9，

即变卖所有有形资产仍不能偿还所有带息债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EBITDA 对企

业带息债务的覆盖能力也较差，2014-2022 年城投平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带息

债务大于 1 的占比较小，2022 年仅有 0.3%，EBITDA/带息债务也呈现逐年下降趋势，2022

年中位数仅为 4.0%。从付息能力来看，企业利润对利息的覆盖亦呈下降趋势，2022 年

EBIT/利息费用中位数仅为 2.6，加回折旧摊销后 EBITDA/利息费用中位数也仅有 3.7。 

三是城投平台盈利能力较弱，ROA 中位数不足 1%。城投平台盈利能力较弱，与一

般企业债相比财务数据上并不具有投资吸引力。净资产收益率的中位数从 2014 年的 2.9%

下降至2022年的1.3%，总资产收益率的中位数从2014年的1.5%下降到2022年的0.6%。 

 

 

序号 申万一级行业
2023年初债券余额

（亿元）

2023年到期量

（亿元）
到期率

1 传媒 2.5 2.5 100.0%

2 机械设备 19.8 12.0 60.7%

3 电气设备 5.0 3.0 60.0%

4 计算机 79.7 37.0 46.4%

5 商业贸易 2360.1 1061.0 45.0%

6 化工 23.0 10.0 43.5%

7 休闲服务 365.9 157.2 43.0%

8 综合 39615.1 13449.6 34.0%

9 其他 7169.2 2358.2 32.9%

10 房地产 1587.1 491.6 31.0%

11 交通运输 7934.9 2359.6 29.7%

12 建筑装饰 63058.8 18604.4 29.5%

13 公用事业 3876.3 1058.8 27.3%

14 农林牧渔 85.7 23.3 27.2%

15 采掘 94.0 25.0 26.6%

16 医药生物 74.4 17.2 23.1%

17 食品饮料 67.1 12.0 17.9%

18 非银金融 257.7 44.6 17.3%

19 钢铁 105.6 10.8 10.2%

20 有色金属 150.4 2.9 1.9%

21 纺织服装 121.7 0.0 0.0%

22 电子 8.0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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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7：城投平台资产负债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wind、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18：城投平台有形资产/带息债务分位数 

 

资料来源：wind、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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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9：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带息债务分布 

 

资料来源：wind、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20：城投平台 EBITDA/带息债务分位数 

 

资料来源：wind、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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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1：城投平台 EBITDA/利息费用分位数 

 

资料来源：wind、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22：城投平台 EBIT/利息费用分位数 

 

资料来源：wind、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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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3：城投平台 ROE 分位数分布 

 

资料来源：wind、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24：城投平台 ROA 分位数分布 

 

资料来源：wind、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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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截至 2023 年 7 月 26 日，房企未来一年内到期的信用债余额 3300 亿元，海外债余额

3960 亿元（556 亿美元），合计 7260 亿元。其中，境外债的偿还压力较大，未来一年到

期余额占比达到 54.5%。美元加息将推升房企海外融资成本。 

二是金融风险财政化。截至 2022 年末，全国村镇银行共有 1645 家。2022 年四季度

人民银行评级的高风险村镇银行 112 家，占全部高风险机构的 32.4%，占村镇银行总数

比例为 6.8%。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如处理不当，可能会对区域金融稳定形成威胁。为处置

村镇银行风险，例如，2022 年 7 月 11 日至 8 月 11 日，河南、安徽已累计垫付 43.6 万户、

180.4 亿元，客户、资金垫付率分别为 69.6%、66%。大部分城商行以及一部分农商行的

第一大股东是地方财政，且由于区域经营和属地监管，业务与当地财政紧密相关，因此

地方财政承担着一定的兜底或关联责任。城商行和农商行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资产质量

较差，不良贷款率高；二是盈利能力较弱，资产利润率低；三是风险承受和吸收能力较

差，拨备覆盖率和资本充足率低。经济下行背景下，银行业总体提高资本充足率以应对

风险，农商行却反而下行。 

三是城投风险与财政风险交织。部分高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的地区土地出让收入大

幅下降，而目前民营房企整体遇到现金流困难，部分城投摇身一变通过拿地的方式为地

方政府输血，但是城投也面临债务问题，这可能会导致城投与财政风险进一步捆绑。 

四是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行以及国内需求不足的影响，物价水平尤其是与财政关

系度较大的 PPI 持续负增长，不利于财政增收。 

五是突发疫情、地缘政治因素等引发的财政冲击。突发疫情导致疫情防控减收增支；

突发地缘政治因素，引发企业经营成本上升，增加减税降费和补贴支出需求。 

三、如何化解债务？——短期六条与中长期八条建议 

地方债务的形成原因复杂，包括体制性原因，又经过经年累月的积累，解决也非一

朝一夕可以完成。尤其是当前地方债务风险、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交织，需要注意处置

的力度和节奏。有效控制债务率要处理好几对关系：一是存量和增量关系，确保存量债

务逐步化解，严格控制增量，中央对地方提出党政干部负责的机制，省以下政府关系也

应该建立起市县党政领导负责机制，解决道德风险问题。二是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关系，

隐性债务要逐步显性化，根据公共属性强弱划分为政府债务和企业债务，分别通过财政

和市场化法治化方式解决。三是分子与分母的关系，即分子端的债务尽可能要有更大的

分母端产出，必须提高债务资金的使用效率。 

短期要应对好债务到期后的再融资问题，避免引发处置风险的风险，集中在拉长周

期和压降成本。 

第一，安排财政资金偿还，通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提升为偿还债务留出空间，主

要来自于年度预算资金、超收收入、盘活财政存量资金等。 

第二，出让政府持有的股权、土地使用权以及经营性国有资产权益偿还债务，划转

部分流动性较好的国资解决部分存量债务，典型案例为贵州的“茅台化债”。 

第三，利用项目结转资金、经营收入偿还。 

第四，通过债务甄别将部分存量隐性债务显性化、市场化，部分债务合规转化为企

业经营性债务。 

第五，通过债务置换、展期等方式优化债务结构，优化债务期限结构、降低利率负

债。1）通过发行再融资债券、企业债券、银团贷款等置换高成本债务。例如，贵州、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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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等中西部省份提出，争取高风险建制市县降低债务风险试点等政策支持，通过发行政

府债券置换隐性债务。 2）以与金融机构协调，对现有债务进行展期，对高息债务进行

“削峰”，以时间换空间。例如，贵州城投遵义道桥 2022 年 12 月 30 日发布公告推进银

行贷款重组，涉及债务规模为 155.94 亿元，贷款期限调整为 20 年，利率调整为 3%/年至

4.5%/年，前 10 年仅付息不还本，后 10 年分期还本。 

第六，在存量隐性债务显性化、市场化的前提下，做好风险隔离，通过破产重组、

清算等方式减计债务，避免风险传递引发区域性系统性风险。 

中长期要推动体制机制的联动改革： 

第一，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界定政府职责与规模。深化行政事业单位改革，强化

绩效管理。如果政府长期大包大揽，家长制的大政府必然收支庞大。只有简政放权，市

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大量的事业单位要么回归非盈利机构，要么走向市场自负

盈亏。对人口流出地区的区县实施合并，减少财政供养人员，但是裁减冗员精兵简政，

必须配合市场化的改革，比如放开市场准入、改善营商环境，提高就业的吸纳能力，否

则改革将导致新的社会群体性问题。 

第二，建立匹配多元目标治理体系下的政绩考核激励约束制度和财政评估制度。 

第三，建立政策出台前评估和实施效果问责机制，避免各领域风险蔓延至财政，避

免风险财政化透支财政空间。 

第四，深化社保制度改革，避免社保长期过度依赖一般公共预算补贴。问题的解决

不在于提高社保缴费率加重企业负担，而在于提高国有资产划转社保的比例和资产质量、

发挥养老保障体系中第二（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和第三支柱（商业保险）的重要作用

实现多层次积累、提高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收益、尽快全面放开计划生育、适时适当推

迟法定退休年龄。 

第五，尽快稳定宏观税负，不宜再出台大规模减税降费，结构性加税（房地产税、

消费税、环保税、资源税）。 

第六，优化债务区域结构，适度放宽都市圈城市群以及人口流入地区的举债额度，

但强化绩效管理，负债与资产匹配、成本与收益匹配，在有优质现金流的资产项目上加

杠杆，稳定杠杆率而非稳定杠杆绝对数。 

第七，优化债务性质结构，实事求是面对风险。提高国债和一般债比重，降低地方

债和专项债比重。 

第八，强化财政与金融配合。财政为主，货币金融环境从数量和价格支持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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