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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专项债发行下，地方债供给压力或阶段性上升，会否成为流动性拐点的“信号”？本文梳理，敬请关注。 

一问：政府债券发行进度及节奏？发行节奏偏慢，地方债进度 6成左右、国债仅 2成 

年初以来，地方债新券发行节奏相对较慢、前 7 月融资占全年新增额度 6成左右。截至 7月底，地方债新券累计发行

2.8 万亿元左右、占全年新增额度的 62%左右，低于近 4 年同期均值的 70%。结合部分省市公布的年中预算调整方案中

公布的 2023 年地方债新增限额可以看出，浙江、天津、山西等省市发行进度不足 40%。 

与地方债相似，国债融资进度也相对偏慢、前 7 月净融资占全年新增额度比重仅 2 成左右。2023 年前 7 月，国债发

行 5.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左右，到期 4.4 万亿元、同比增长超 25%；到期拖累下，国债净融资也明显偏慢，前 7月

累计融资近 7600 亿元左右、占全年国债新增额度的近 24%，远低于近 4 年同期均值的 33%左右。 

二问：地方债来袭，政策或如何配合？8 月政府债券融资或达 1.4 万亿元、货币政策或加大支持 

政策加快地方债发行等要求下，8 月、9 月地方债融资或达 8000 亿元。近期，政策要求 2023年新增专项债需在 9月

底前发行完毕。中性情景下，年内剩余专项债额度于 8 月、9 月平均发行，一般新券于年内按月平均发行，则 8 月、

9 月地方债新券单月融资或在 7700 亿元以上。 

叠加上国债剩余额度等，中性情景下，8 月、9 月政府债券融资或达 1.4 万亿元、处历史高位，一定程度上推升流动

性缺口。经验显示，三季度国债净融资占全年新增额度比重约为 30%，结合 7 月国债净融资，剩余规模于 8 月、9月

平均分布，单月国债融资近 6000 亿元；叠加地方债新券待发额度等，8 月政府债券融资或达 1.4 万亿元。 

经验显示，政府债券集中发行阶段，央行多加大货币支持、不同阶段采取方式不同。由于政府债券募资缴款到资金运

用存在时滞，当供给放量时，资金面压力往往容易上升。过往经验显示，央行多会加大货币支持来应对潜在的流动性

压力；2016 年以逆回购和 MLF 为主，2017 年、2020 年以逆回购为主，2018 年和 2019年以降准和逆回购等相结合。 

三问：流动性或如何演绎？货币配合下，流动性环境往往相对平稳，当前也不具备收紧的宏微观基础 

货币政策呵护下，地方债供给压力上升阶段，流动性环境表现也相对平稳低位、尤其是短端利率。经验显示，2016年

以来，货币政策配合地方债发行阶段，流动性环境往往平稳宽松，以 R001 为代表的短端货币市场利率甚至明显回落。

2017 年和 2020 年三季度有所不同，流动性相对紧张，与金融监管收严、阶段性打击资金空转套利等有关。 

当前经济基本面仍处于修复初期，流动性环境尚不具备收紧的宏微观基础。2017、2020 年三季度金融监管收严导致的

流动性收紧，均处于经济企稳、信用环境修复阶段。当前疫后修复正在进行中，但需求整体相对较弱、就业等压力依

然较大。经验显示，在没有完全确认经济企稳前，央行政策取向通常不会转向全面收紧。 

助力民企信用环境修复等，也需要平稳宽松的流动性呵护。微观层面上，流动性收紧或导致融资成本抬升，加大企业

融资压力，不利于部分企业报表的进一步修复。除了再贷款等结构性货币支持外，定向降准等政策工具或未被排除在

政策工具箱外，例如，2018 年央行实施 4 次定向降准等增强民企、小微的信贷供给能力。 

 

 

风险提示 

经济修复和政策效果不及预期，统计过程中可能的偏误和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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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地方债的发行进度和节奏？ 

 

年初以来，地方债新券发行节奏相对较慢、前 7月占全年新增额度 6 成左右，部分省
市进度明显偏慢。截至 7 月底，地方债新券累计发行近 2.8 万亿元、占全年新增额度的
62%左右，低于近 4 年同期进度均值的 70%左右。结合部分省市年中预算调整报告中公布
的 2023 年地方债新增限额可以看出，浙江、天津、山西等部东中部省市地方债新券发行
进度偏慢，前 7 月发行规模占其新增限额比重均在 40%以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图表 1：前 7 月地方新券发行占新增额度比重 6 成左右   图表 2：部分省市发行进度明显偏慢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结合部分省市年中预算调整方案中公布的地方债新增限额等，浙、蒙等东西部省市剩
余空间或相对较大。一般债中，海南、福建、北京等东部省市发行已超过全年新增限额的
90%以上，江西、湖南、四川等中西部省市发行进度也较快。相较之下，内蒙古、陕西等
省市剩余一般债额度相对较多，均在 130 亿元以上。相较于一般债，样本省市专项债发行
进度相对较慢、或与地方高质量项目短缺等有关，其中，浙江剩余专项债额度超 2200 亿
元，江西、湖南等剩余专项债额度也均在 600 亿元以上（详情参见《什么掣肘了稳增长？》）。 

图表 3：内蒙古等省市剩余一般债额度相对较多   图表 4：浙江等地专项债剩余额度相对较多  

 

 

 

来源：政府网站、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政府网站、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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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地方债相似，国债融资进度也相对偏慢、前 7 月净融资占全年新增额度比重仅 2 成
左右。2023 年前 7 月，国债发行 5.1万亿元、同比增长 12%左右，到期 4.4 万亿元、同比
增长超 25%；到期拖累下，国债净融资也明显偏慢，前 7 月累积融资近 7600 亿元左右、
占全年国债新增额度的近 24%，远低于近 4 年同期均值的 33%左右。 

图表 5：年初以来，国债融资进度也相对较慢  图表 6：前 7 月国债净融资占全年新增额度比重近 2 成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二问：地方债来袭，货币政策或如何配合？ 

 

政策加快地方债发行下，8、9月地方债净融资单月或达 8000亿元左右。近期，监管
部门通知地方，2023年新增专项债需在 9月底前发行完毕，原则上于 10月底前使用完毕。
结合全年新增地方债额度和前 7 月地方债新券发行进度等，8-9 月剩余专项债新券额度近
1.4 万亿元；一般债新券暂无发行进度要求，年内剩余额度还有近 2800 亿元。中性情景
下，专项债新券剩余额度于 8 月、9 月平均分布，一般债新券剩余额度发行于年内平均分
布，8、9 月份地方债新券单月融资或达 7700 亿元以上。 

图表 7：近期，政策要求加快专项债发行节奏   图表 8： 2022 年年中前专项债发行明显加快 

 

 

 

来源：Wind、政府网站、21 世纪经济报道、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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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前 7 月地方债新券占全年额度比重相对较低   图表 10：8、9 月地方债净融资单月或达 8000 亿元左右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叠加上国债剩余额度等，中性情景下，8 月政府债券融资或达 1.4 万亿元、一定程度
上推升流动性缺口。经验显示，国债净融资呈现明显的季度特征，上半年、三季度、四季
度净融资占全年新增额度的比重大约为 3:3:4。今年上半年国债净融资达 9920 亿元、占
全新增额度约为 27%。中性情景下，假设三季度国净融资占全年新增额度的 30%，对应国
债净融资量达 9500 亿元左右；7 月净融资-2260 亿元左右，剩余规模 8 月、9 月平均分布，
则对应 8 月国债净融资近 6000 亿元左右。叠加 8 月地方债新券 8000 亿元左右的待发规
模，8 月政府债券融资或达 1.4 万亿元。 

图表 11：国债季度融资节奏   图表 12：中性情境下，8-9 月国债净融资达 1.2 万亿元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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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3：政府债券单月净融资达 1.4 万亿元、处历史高位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经验显示，政府债券集中发行阶段，央行多加大货币支持、不同阶段采取方式不同。
由于政府债券募资缴款到资金运用存在时滞，当供给放量时，资金面压力往往容易上升。
过往经验显示，央行多会加大货币支持来应对潜在的流动性压力；2016 年以逆回购和 MLF
为主，2017 年、2020 年以逆回购为主，2018 年和 2019 年以降准和逆回购等相结合。今
年来看，地方债供给阶段性仍有压力、叠加上下半年 MLF 到期量较大，结合政治局相关表
态等，降准等政策操作或仍在政策工具箱内。 

图表 14：政府债券集中发行阶段，央行逆回购往往加码   图表 15：不同阶段，央行货币支持方式有所不同  

 

 

 

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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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地方债新券+国债净融资

14000

亿元

年份 日期 央行操作 原因

7月17日 7天逆回购1300亿元，14天逆回购400亿元 为对冲税期、政府债券发行缴款、金融机构缴纳法定存款准备金和央行逆回购到期等

7月18日 7天逆回购1300亿元，14天逆回购700亿元 为对冲税期、政府债券发行缴款和央行逆回购、MLF到期等

7月24日 7天逆回购2000亿元，14天逆回购1500亿元 为对冲政府债券发行缴款和逆回购、MLF到期等

9月14日 7天逆回购600亿元，14天逆回购300亿元，28天逆回购100亿元 为对冲税期、政府债券发行缴款等

9月18日 7天逆回购2800亿元，28天逆回购200亿元 为对冲税期、政府债券发行缴款和MLF到期等

9月19日 7天逆回购1300亿元，28天逆回购200亿元 为对冲税期、政府债券发行缴款等

9月25日 14天逆回购1600亿元，28天逆回购400亿元 对冲央行逆回购到期、政府债券发行缴款等

10月19日 7天逆回购800亿元，14天逆回购600亿元 为对冲税期、政府债券发行缴款和逆回购到期等

10月23日 7天逆回购1100亿元，14天逆回购900亿元 为对冲税期高峰、政府债券发行缴款和央行逆回购到期等

10月24日 7天逆回购1300亿元，14天逆回购1200亿元 为对冲税期高峰、政府债券发行缴款和逆回购到期等

11月14日 7天逆回购1300亿元，14天逆回购1200亿元，63天逆回购300亿元 为对冲税期、政府债券发行缴款和央行逆回购到期等

11月15日 7天逆回购1600亿元，14天逆回购1400亿元，63天逆回购300亿元 为对冲税期高峰、政府债券发行缴款、金融机构缴纳法定存款准备金和央行逆回购到期等

11月16日 7天逆回购1600亿元，14天逆回购1400亿元，63天逆回购300亿元 为对冲税期高峰、政府债券发行缴款、央行MLF和逆回购到期等

12月18日 7天逆回购1200亿元，14天逆回购1100亿元，28天逆回购700亿元 为对冲税期高峰、政府债券发行缴款、央行MLF和逆回购到期等

5月27日 7天逆回购1200亿元 为对冲政府债券发行等

5月28日 7天逆回购2400亿元 为对冲政府债券发行、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等

5月29日 7天逆回购3000亿元 为对冲政府债券发行、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等

6月4日 7天逆回购700亿元 为对冲公开市场逆回购到期和政府债券发行缴款等

6月11日 7天逆回购800亿元 为对冲政府债券发行缴款等

8月13日 7天逆回购1500亿元 为对冲政府债券发行缴款等

8月14日 7天逆回购1500亿元 为对冲政府债券发行缴款等

9月21日 7天逆回购1000亿元，14天逆回购400亿元 为对冲政府债券发行缴款等

10月20日 7天逆回购1000亿元 为对冲税期、政府债券发行缴款等

10月21日 7天逆回购1000亿元 为对冲税期、政府债券发行缴款等

10月22日 7天逆回购1000亿元 为对冲税期、政府债券发行缴款等

10月25日 7天逆回购2000亿元 为对冲税期高峰、政府债券发行缴款等

10月26日 7天逆回购2000亿元 为对冲税期高峰、政府债券发行缴款等

10月27日 7天逆回购2000亿元 为对冲税期高峰、政府债券发行缴款等

10月25日 7天逆回购2300亿元 为对冲税期高峰、政府债券发行缴款等

10月26日 7天逆回购2800亿元 为对冲税期高峰、政府债券发行缴款等

1月18日 7天逆回购1330亿元，14天逆回购4470亿元 为对冲政府债券发行缴款、现金投放等

1月19日 7天逆回购650亿元，14天逆回购4670亿元 为对冲政府债券发行缴款、现金投放等

2017

……

2021

2022

2023

-6,000

-4,000

-2,000

0

2,000

4,000

6,000

8,000

0.0

0.2

0.4

0.6

0.8

1.0

1.2

1.4

1.6

1.8

2
0
1
6
-0

1

2
0
1
6
-0

7

2
0
1
7
-0

1

2
0
1
7
-0

7

2
0
1
8
-0

1

2
0
1
8
-0

7

2
0
1
9
-0

1

2
0
1
9
-0

7

2
0
2
0
-0

1

2
0
2
0
-0

7

2
0
2
1
-0

1

2
0
2
1
-0

7

2
0
2
2
-0

1

2
0
2
2
-0

7

2
0
2
3
-0

1

2
0
2
3
-0

7

(亿元)
(万亿元)

地方债新券

MLF净投放(右1)

6

8

10

12

14

16

(%)

准备金率(中小银行,右2)



宏观专题研究报告(深度)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8 
 

 

图表 16：2023 年三、四季度 MLF 到期规模相对较大   图表 17：此前也有降准置换 MLF 到期的操作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中国人民银行、国金证券研究所 

 

 

三问：流动性环境或将如何演绎？ 

 

货币政策呵护下，地方债供给压力上升阶段，流动性环境表现也相对平稳低位、尤其
是短端利率。经验显示，2016年以来，货币政策配合地方债发行阶段，流动性环境往往平
稳宽松，以 R001 为代表的短端货币市场利率甚至明显回落，较为典型的是 2020 年一季
度、2022 年二季度等，隔夜利率处于阶段性低点。2017 年和 2020 年三季度有所不同，流
动性相对紧张，与金融监管收严、阶段性打击资金空转套利等有关，金融同业收缩、结构
性存款压降等推升负债端压力，带动利率明显上涨。 

图表 18：货币配合下，短端利率平稳低位   图表 19：2017、2020 年存单利率阶段性上涨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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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MLF到期 时间 降准操作 释放资金

2018/4/17

2018年4月25日起，降准1

个百分点以置换MLF并支

持小微企业融资

 以2018年一季度末数据估算，操作

当日偿还MLF约9000亿元，同时释

放增量资金约4000亿元

2018/10/7

2018年10月15日起，降准

1个百分点,置换MLF并支

持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及

创新型企业融资

部分资金用于偿还10月15日到期的

约4500亿元MLF；除去此部分，降

准还可再释放增量资金约7500亿元

2019/1/4
2019年1月15日和1月25日

分别下调0.5个百分点

此次降准将释放资金约1.5万亿元，

加上即将开展的定向中期借贷便利

操作和普惠金融定向降准动态考核

所释放的资金，再考虑今年一季度

到期的中期借贷便利不再续做的因

素后，净释放长期资金约80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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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2017 年同业业务明显收缩  图表 21：2020 年三季度结构性存款压降推升利率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当前经济基本面仍处于修复初期，流动性环境尚不具备收紧的宏微观基础。2017、
2020 年三季度金融监管收严导致的流动性收紧，均处于经济企稳、信用环境修复阶段。当
前疫后修复正在进行中，但需求整体相对较弱、就业等压力依然较大，地产等传统引擎走
弱或弱化经济向上修复的弹性。经验显示，在应对内外部冲击时央行往往率先启动；随着
冲击减弱、经济逐步修复，在没有完全确认经济企稳前，央行通常不会转向全面收紧（详
情参见《债市，又到十字路口？》）。 

图表 22：当前基本面仍处于修复初期   图表 23：就业仍有较大压力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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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4：经验显示，稳增长货币先行  图表 25：经济未完全企稳前，货币不会全面转向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助力民企信用环境修复等，也需要平稳宽松的流动性呵护。微观层面上，流动性收紧
或导致融资成本抬升，加大企业融资压力，不利于部分企业报表的进一步修复。除了再贷
款等结构性货币支持外，定向降准等政策工具或未被排除在政策工具箱外，例如，2018 年
央行实施 4 次定向降准等增强民企、小微的信贷供给能力。 

图表 26：结构性政策向小微、民企倾斜  图表 27：民企结构性政策工具空间剩余 6000 亿元左右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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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工具/政策 主要内容

2022年11月
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

持工具

交易商协会继续推进并扩大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第二支箭”），支持包括房地

产企业在内的民营企业发债融资。预计可支持约2500亿元民营企业债券融资。

与18年不同在于：

一是支持民企范围上，强调了“包括房地产企业”，并提出将中债增担保民营房企发债纳

入支持工具统筹推进；
二是在专业机构支持民企发债融资的方式上增加了“直接购买债券”；

三是明确提出“预计可支持约2500亿元民营企业债券融资”的政策目标。

2023年6月 新增再贷款额度
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额度2000亿元，进一步加大对“三农”、小微和民营企业

金融支持力度。

2018年10月
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
持工具（CRMW）

设立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CRMW），稳定和促进民营企业债券融资。

2018年10月 信贷支持
人民银行今6 月增加了再贷款和再贴现额度 1500 亿元，现决定在此基础上，再增加再

贷款和再贴现额度 1500 亿元

2018年10月 募集资金进行纾困
证监会支持各类符合条件的机构通过发行专项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门用于纾解民营企

业融资困境及化解上市公司股票质押风险。

2018年11月 出资进行纾困

证券行业11家证券公司宣布拟共同出资设立“证券行业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系列资产管理

计划”，主要用于化解民营上市公司股票质押等流动性风险，支持具备发展前景的民营

企业走出困境。

2018年12月
定向中期借贷便利
(TMLF)、信贷支持

定向中期借贷便利利率比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优惠15个基点；同时新增再贷款

和再贴现额度1000亿元支持中小金融机构继续扩大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贷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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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8：经验显示，融资修复需要流动性环境呵护   图表 29：2018 年间，央行定向降准助力民企小微融资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中国人民银行、国金证券研究所 

 

经过研究，我们发现： 

1. 年初以来，地方债新券发行节奏相对较慢、前 7 月融资占全年新增额度 6 成左右。与
地方债相似，国债融资进度也相对偏慢、前 7 月净融资占全年新增额度比重仅 2 成左右。 

2. 政策加快地方债发行等要求下，8 月、9 月政府债券融资或达 1.4 万亿元、处历史高
位。经验显示，政府债券集中发行阶段，央行多加大货币支持、不同阶段采取方式不同。 

3. 货币政策呵护下，地方债供给压力上升阶段，流动性环境表现也相对平稳低位、尤其
是短端利率。当前经济基本面仍处于修复初期，流动性环境尚不具备收紧的宏微观基础。
助力民企信用环境修复等，也需要平稳宽松的流动性呵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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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债净融资 定向降准时点 R007(右轴)

宣布时间 实施时间 国常会相关表态 主要内容 释放资金

2017/9/30 2018/1/25

2017年9月27日，国常会

会议上指出“采取降税、

定向降准等手段，激励金

融机构进一步加大对小微

企业的支持”

凡前一年上述贷款余额或增量占比达到

1.5%的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可在人

民银行公布的基准档基础上下调0.5个百

分点；前一年上述贷款余额或增量占比

达到10%的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可

按累进原则在第一档基础上再下调1个百

分点

4500亿元

2018/4/17 2018/4/25 /

下调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

城市商业银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

外资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

4000亿元

2018/6/24 2018/7/5

2018年6月20日国常会上

指出“运用定向降准等货

币政策工具，增强小微信

贷供给能力”

下调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

行、邮政储蓄银行、城市商业银行、非

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外资银行人民币存

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7000亿元

2018/10/7 2018/10/15 /

下调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

城市商业银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

外资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

75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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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常规跟踪 

 

8 月 5 日至 8 月 11 日间，央行公开市场净回笼资金 350 亿元，其中，7 天逆回购投放
180 亿元、利率持平于 1.9%，7 天逆回购到期 530 亿元。本周（8 月 12 日至 8 月 18日），
将有 4180 亿元资金到期，其中包括 4000 亿元的 MLF 和 180亿元的 7天逆回购。 

图表 30：7.8-7.14，央行公开市场净回笼资金 350 亿元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货币市场利率多数上涨。8 月 5 日至 8 月 11 日间，R001 和 R007 分别较上周上涨
16.9BP 和 8.8BP 至 1.45%和 1.79%，DR007 较上周上涨 12.3BP至 1.76%、低于同期政策利
率的1.9%。SHIBOR隔夜和1周利率分为为1.33%和1.78%，分别较上周上涨19BP和13.7BP。 

图表 31：货币市场利率整体上涨  图表 32：SHIBOR 利率多数上涨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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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押回购成交规模维持高位。8 月 5 日至 8 月 11 日间，银行间质押回购成交规模日
均 8.33 万亿元、远高于去年同期的 6.9 万亿元，其中，隔夜质押回购成交占比维持在 90%
以上的高位、单日突破 93%，机构“滚隔夜”加杠杆的显现依然较为突出。 

图表 33：质押回购成交规模处于历史同期高位   图表 34：隔夜质押回购成交规模占比处于高位  

 

 

 

来源：Wind、中国货币网、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中国货币网、国金证券研究所 

 

 

利率债发行回升。8 月 5 日至 8 月 11 日间，利率债总计发行 3929亿元、较前周增加
990 亿元，净融资 181 亿元、前周为-310 亿元。其中，国债发行 1734 亿元、较前周增加
1433 亿元；政策性银行债未有发行、前周发行 370 亿元；地方政府债发行 2195 亿元、较
前周减少 73 亿元；国债和政策性银行债净融资分别为 311 亿元和-1066 亿元。 

图表 35：利率债发行规模有所回升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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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6：8 月 5 日至 8 月 11 日，利率债发行与到期情况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利率债收益率多数下行、中长端较为明显。8 月 5 日至 8 月 11 日间，10 年期国债收
益率小幅下行 0.9BP至 2.64%，1年期和 3年期国债收益率分别较前周上行 7.9BP和 2BP，
5 年期、15 年期、20 年期和 30 年期分别较上周下行 0.6BP、1BP、1BP和 0.8BP。10年期
与 1 年期国债、国开债利差分别较上周收窄 8.8BP 和走阔 0.1BP 至 80.8BP和 74.2BP。 

图表 37：利率债收益率变动情况   图表 38：国债与国开债期限利差情况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风险提示： 

1、经济修复和政策效果不及预期。经济修复结构分化、资金错配、政策落地偏慢等，导
致经济修复和政策效果偏弱。 

2、统计过程中可能的偏误和遗漏。分行业杠杆情况，本文选取了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数
据，可能存在一定的偏误。 

类别 发行只数 总发行量 总偿还量 净融资额

国债 6 1734 1423 311

政策银行债 0 0 1066 -1066

地方政府债 40 2195 1259 936

合计 46 3929 3748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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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声明：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已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何形式的复制、转发、转载、引用、修改、仿制、刊发，或以任何侵犯本公司版权的其他方式使用。经过书面授权的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国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删节和修改。 

本报告的产生基于国金证券及其研究人员认为可信的公开资料或实地调研资料，但国金证券及其研究人员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本报告

反映撰写研究人员的不同设想、见解及分析方法，故本报告所载观点可能与其他类似研究报告的观点及市场实际情况不一致，国金证券不对使用本报告所包含的材

料产生的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失或与此有关的其他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且本报告中的资料、意见、预测均反映报告初次公开发布时的判断，在不作事先通知的情

况下，可能会随时调整，亦可因使用不同假设和标准、采用不同观点和分析方法而与国金证券其它业务部门、单位或附属机构在制作类似的其他材料时所给出的意

见不同或者相反。 

本报告仅为参考之用，在任何地区均不应被视为买卖任何证券、金融工具的要约或要约邀请。本报告提及的任何证券或金融工具均可能含有重大的风险，可能

不易变卖以及不适合所有投资者。本报告所提及的证券或金融工具的价格、价值及收益可能会受汇率影响而波动。过往的业绩并不能代表未来的表现。 

客户应当考虑到国金证券存在可能影响本报告客观性的利益冲突，而不应视本报告为作出投资决策的唯一因素。证券研究报告是用于服务具备专业知识的投资

者和投资顾问的专业产品，使用时必须经专业人士进行解读。国金证券建议获取报告人员应考虑本报告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以及（若有必要）

咨询独立投资顾问。报告本身、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达意见也不构成投资、法律、会计或税务的最终操作建议，国金证券不就报告中的内容对最终操作建议做出任

何担保，在任何时候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个人推荐。 

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国金证券的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涉及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并可能为这些公司正在提供或争取提供多种金融服务。 

本报告并非意图发送、发布给在当地法律或监管规则下不允许向其发送、发布该研究报告的人员。国金证券并不因收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国金证券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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