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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隐性债务“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根本原因是政绩考核机制和近乎无

限责任政府职能，城镇化进程只是催生因素，更不在于分税制 

在 GDP 单一考核目标以及进入到多元目标考核后，地方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责

任不断扩张，债务融资需求不断上升。伴随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的快速进程，

地方政府主导成立了各类融资平台，2008 年金融危机后隐性债务快速积累。 

但是在经历其后两轮化债后，近年来隐性债务再度攀升，具有形式多样、隐

蔽性高、无序扩张的特点，根源在于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未理

顺，前者意味着政府承担了较多的职能，后者意味着地方承担了较多了职能，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问题愈演愈烈。伴随大规模减税降费和宏观

税负下行，债务更是攀升。 

截至 2022 年底，我国地方政府显性债务余额 35.1 万亿元，城投平台带息债

务规模达到 55.0 万亿元，合计规模为 90.1 万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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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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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当前我国已经经历了两轮隐性债务化解 

（一）隐性债务化解 1.0——“债券”置换“非债券” 

2015-2019 年，全国范围内集中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存量隐性债务。但

由于隐性债务产生的土壤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在 2015-2018 年置换期间，大

量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继续滋生，为下一轮隐性债务高企埋下伏笔。 

国发〔2014〕43 号文和财预〔2014〕351 号文，明确对地方政府性债务存量

进行甄别，对甄别后纳入预算管理的地方政府存量债务，各地区可申请发行

政府债券置换。截至 2014 年底，地方政府存量债务余额 15.4 万亿元，其中

1.06 万亿元为债券形式，14.34 万亿元为非债券形式存量债务，需要在 3 年

左右的时间置换为政府债券。截至 2018 年末，非债券形式存量政府债务仅

3151 亿元。 

（二）隐性债务化解 2.0——控增化存、省级统筹 

第二轮隐性债务化解工作开始于 2018 年底，以“严控增量、化解存量”为主

线并逐步趋严，预计持续至 2028 年。 

随着隐性债务化解工作的持续推进，中央层面先后推出建制县隐债化解试点、

特殊再融资债券、全域无隐债试点等方案。2019 年，湖南、贵州、云南、辽

农、内蒙古、甘肃 6 个省份的部分建制县纳入试点，通过发行地方债置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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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隐性债务；2020 年底，部分再融资债券的资金用途从此前的“偿还到期政

府债券”变成了“偿还政府存量债务”，开启了“特殊再融资债”置换隐债的

起点；广东、北京、上海纳入全国“全域无隐性债务”第一批试点省市，启

动试点工作。 

各地基于中央 5-10 年内化债要求，根据自身经济实力及债务状况因地制宜制

定计划积极开展隐性债务化解工作，主要沿着两条主线进行： 

主线一：严控隐性债务增量，杜绝 “化旧债又生新债”局面 

一是开好前门，做好地方政府债券的“借、用、管、还”，发挥好地方政府债

券尤其是专项债资金的撬动作用。 

二是规范政府性投资项目决策和立项，根源上遏制盲目上项目、铺摊子，杜

绝过度举债。湖南省称，决不允许地方政府新增隐性债务上新项目，政府投

资项目无资金来源不立项、无预算不开工，探索实行高风险地区政府投资项

目上级财政开工核准制。 

三是规范不合规的融资方式，规范 PPP、政府投资基金的运作机制，规范政府

购买服务实施范围，做到先有预算后购买服务等。 

主线二：化解存量隐性债务，包括债务偿还、债务置换、债务转化、破产重

组或清算以及辅助性措施 

一是债务偿还。安排财政资金偿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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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债务置换和重组。1）通过发行再融资债券置换高成本债务。2）协调金

融机构支持债务重组、展期降息，积极有序缓释债务风险。例如，贵州城投

遵义道桥前 10 年仅付息不还本，后 10 年分期还本。早前，镇江也通过银行

贷款置换存量贷款和非标，同时压降高成本存量债务，“融资成本削峰”，降

低利息支出和融资成本。 

三是债务转化。重庆、湖南、陕西、山东、甘肃等各地印发的融资平台公司

转型方案大多都提出要控制融资平台数量、加强融资平台治理、防止地方国

有企事业单位平台化、促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剥离储备土地、公益性资

产等不合规资产、剥离政府融资功能，减少财政依赖。。 

四是破产重组或清算。 

五是辅助性化债措施。1）完善应急机制，建立偿债准备金、应急周转“资金

池”、纾困资金等，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2）开展座谈会、恳谈会

改善投资者信心，优化融资环境。近年来，天津、贵州、河南等多地召开债

券投资人恳谈会，以维护市场信心和融资环境。3）建立问责和奖励机制。 

2022 年预算执行报告显示，广东、北京已实现隐性债务清零，广西、宁夏、

江苏、天津、陕西、甘肃、河南、青海 8 个省份超额完成 2022 年度化债计划，

上海、江苏、青海、内蒙古等地实现局部清零。 

 

三、隐性债务化解下一步：对市场期望和地方实践化债路径的利弊与可行性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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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化债更有可能采取“一揽子”、组合拳的形式，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资

源，我们在《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当前形势与 14 条综合应对举措》

中做了短期和中长期的分析，现主要对市场期望和地方实践中的 7 条化债路

径进行利弊分析。 

一是安排财政资金偿还，但地方财政可腾挪空间相对有限。财政资金偿还是

化解隐性债务最直接的方式，然而财政资金总体呈现“开源困难、节支有限”

的局面。2023 年上半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在低基数作用下持续上升，两

年平均增速仅为 0.9%，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在全年减少超两万亿元的基

数上同比下降 20.9%。地方政府能做的更多是厉行节约过紧日子，削减部分培

训费、会议费等非必要支出，但社保就业、教育、卫生健康等大头的民生性

支出刚性程度上升，能“省”下的资金有限。同时存在一个悖论，可通过财

政资金偿还的区域，自身财力雄厚，过度融资甚至违规举债现象较少，债务

负担较轻。而债务负担较重的区域，往往其债务积累的过程伴随着地方财力

的下降。 

二是出让政府持有的股权，划转部分流动性较好的国资解决部分存量债务。

最为典型的案例是贵州的“茅台化债”，但未必各地都有如此优质资产。2019

年 12 月，茅台集团将 5024 万股、4%的贵州茅台股份无偿划转至贵州省国资

运营公司，开启“茅台化债”之路，随后还采用低息发债收购贵州高速、购

买贵州各级政府城投债的方式助力贵州化债。但这种方式难以复制到其他区

域，并非所有的地方都有“贵州茅台”这样得天独厚国企资源，资产规模、

资产质量及可变现性无法与贵州茅台相比，甚至还可能是“贵州高速”这类

需要地方级政府输血的国企。同时，还涉及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及层层问责机

制。 

三是利用现有债务限额空间进行债务置换，可以优化债务期限结构、降低债

务利率，实际操作最容易，但这种做法不减少债务总额，而且限额空间与隐

性债务规模比太小。目前广东、北京通过特殊再融资债券推动隐性债务化解

工作，为其他省份提供借鉴，多个省份也积极争取纳入“建制县隐性债务风

险化解试点”，寄希望发行地方政府再融资债务置换部分隐性债务。但使用以

前年度结存额度并不从根本上解决隐性债务，需要增加债务限额并在省际间

进行调剂，主要原因如下： 

一是从额度上看，截至 2022 年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 35.06 万亿元，

限额为 37.65 万亿元，理论上最大发债空间为 2.59 万亿元。但与 55.0 万亿

的城投平台有息债务规模相去甚远，仅相当于其 4.7%。 

二是区域间分布不均衡，集中在上海、江苏、北京等债务压力较小的省份。

从 2022 年底各省份债务限额与余额的缺口来看，上海、江苏、北京发行再融

资债置换隐债的空间较大，分别为 2765.5 亿元、1900.1 亿元以及 1637.1 亿

元。 

四是金融化债，加强与金融机构协商沟通，支持债务重组、展期降息。但需

注意的是金融化债的本质是将地方隐性债务风险向金融系统转移，大面积的

展期降息将导致银行尤其是地方城商行、农商行盈利能力下降、不良资产率

提高，引发财政金融风险共振。同时金融机构作为市场化主体，也面临安全

性、流动性、盈利性的考核压力。遵义道桥宣布债务展期后，贵阳银行对其

授信达 70 亿元，不良贷款率迅速提升。因贵阳银行的基础资产主要是地方政

府平台，招商银行认为当地有整体暴雷的危险，存在系统性、区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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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暂停对贵阳银行的同业授信业务。贵阳银行的第一大股东为贵州省财政

厅，地方财政承担着一定的兜底或关联责任，金融风险最终又向财政风险传

导，产生恶性循环。 

五是由资产管理公司（AMC）购买地方城商行、农商行的城投债，以相对市场

化的方式剥离金融机构对地方政府的债权。但 AMC 参与隐性债务化解的空间

相对有限。一方面，相对于庞大的地方隐性债务而言，AMC 体量较小，难以提

供充足的流动性支持。另一方方面，AMC 作为经营性主体，有其盈利性要求，

不会全盘接受地方隐性债务，而是选择优质的地方债务风险化解项目。 

六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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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破产重组或清算对投资者的负面效应极强，可

能对金融市场和舆论造成较大冲击，是最后的选择。 

七是市场期望必要时由中央政府加杠杠，增发国债置换地方政府债务，但是

我们认为要解决系统性风险和道德风险的问题，否则容易滋长地方躺平、打

击积极化债区域的积极性。中央总体坚持“谁家的孩子谁家抱”，同时设定出

手救助的前提条件，包括债务风险的严重性程度和债务投向形成资产的外部

性程度，以及救助与问责同步进行，避免道德风险。 

风险提示：外部冲击超预期、经济下行压力超预期 

   
  



 宏观研究 

请务必阅读最后特别声明与免责条款 www.ykzq.com  5 / 19 

  

目  录 

一、何为隐性债务？ ..............................................................................................................................................6 

二、如何化解隐性债务？ .......................................................................................................................................8 

（一）隐性债务化解 1.0——“债券”置换“非债券” ............................................................................................8 

（二）隐性债务化解 2.0——控增化存、省级统筹 ......................................................................................... 10 

三、隐性债务化解下一步：对市场期望和地方实践化债路径的利弊与可行性分析 ................................................. 15 

 

图表目录 

图表 1： 城投平台有息债务规模及增速 ..........................................................................................................7 

图表 2： 历年城投平台有息债务余额与政府债务余额 .....................................................................................7 

图表 3： 2022 年分省份地方政府债务率与负债率情况 ....................................................................................8 

图表 4： 截至 2013年 6 月底，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举债主体类别...........................................................9 

图表 5： 2015-2019 年，地方政府置换债集中发行 ....................................................................................... 10 

图表 6： 部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化解方案 .................................................................................................... 12 

图表 7： 部分省份披露的隐性债务化解进度及措施 ...................................................................................... 13 

图表 8： 截至 2022 年底，各省尚未使用地方政府债务额度 .......................................................................... 16 

  
  



 宏观研究 

请务必阅读最后特别声明与免责条款 www.ykzq.com  6 / 19 

一、何为隐性债务？ 

隐性债务“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根本原因是政绩考核机制和近乎无限责任政府

职能，城镇化进程只是催生因素，更不在于分税制。 

在 GDP 单一考核目标以及进入到多元目标考核后，地方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责任不断

扩张，债务融资需求不断上升。伴随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的快速进程，地方政府主导成立

了各类融资平台，2008 年金融危机后隐性债务快速积累。伴随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的快速

进程，为了绕开旧《预算法》“除经批准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以任何方式举借

债务”的限制，地方政府主导成立了各类融资平台。2008 年金融危机后，中央提出进一

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十大措施。2009 年，央行、原银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

信贷结构调整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政府组

建投融资平台，发行企业债、中期票据等融资工具，拓宽中央政府投资项目的配套资金

融资渠道”。此后，城投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爆发式涌现，这一期也是隐性债务快速

积累的阶段。2008-2014 年，城投平台有息债务从 3.1 万亿元增加至 16.7 万亿元，年均

增速达到 32.5%。2014 年 10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下

文简称国发〔2014〕43 号文），明确要剥离融资平台公司的政府融资职能，“不得通过企

事业单位等举借”政府债务，标志着隐性债务问题监管趋严，中央逐步建立起解决地方

政府隐性债务的债务甄别、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 

但是在经历其后两轮化债后，近年来隐性债务再度攀升，具有形式多样、隐蔽性高、

无序扩张的特点，根源在于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未理顺，前者意味着政府

承担了较多的职能，后者意味着地方承担了较多了职能，“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

问题愈演愈烈。伴随大规模减税降费和宏观税负下行，债务更是攀升。 

隐性债务，是指地方政府在法定政府债务预算之外，直接或承诺以财政资金偿还，

以及违法提供担保等方式举借的债务。法定地方政府债务纳入预算管理，属于显性债务，

规模受限、用途明确，总体风险可控。而隐性债务不受预算约束，具有形式多样、隐蔽

性高、无序扩张的特点，一旦暴雷，容易引发系统性财政、金融风险，是我国经济运行

的一大“灰犀牛”。“当前地方政府债务如同一座冰山，上面上是显性债务，水面下的就

是隐性债务”。 

地方隐性债务的表现形式复杂多样，主要包括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替政府举借、由政

府以财政资金偿还或提供担保的贷款，以及在设立政府投资基金、PPP、政府购买服务等

过程中，约定回购投资本金或承诺保底收益等“明股实债”形成的地方政府偿债责任。

目前市场上关于隐性债务的认定标准、统计口径、测算方法尚未达成一致。2018 年财政

部督促各地对隐性债务进行摸底，但未公布具体数据。从融资主体角度来看，地方政府

主要通过城投平台违法违规举债，形成隐性债务。截至 2022 年底，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余

额 35.1 万亿元，城投平台带息债务规模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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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规模为 90.1 万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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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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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个省份广义债务率在 150%-300%

之间，西藏小于广义债务率低至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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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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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表2：历年城投平台有息债务余额与政府债务余额 

 

资料来源：财政部官网、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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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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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如何化解隐性债务？ 

（一）隐性债务化解 1.0——“债券”置换“非债券” 

2015-2019 年，全国范围内集中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存量隐性债务。随着前期

隐性债务风险不断积累，中央开始意识到隐性债务蕴含的巨大风险，监管层面陆续发布

系列文件对地方政府融资“开前门、堵后门”，并将存量债务纳入预算管理。国发〔2014〕

43 号文后，财政部印发《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纳入预算管理清理甄别办法》（财预〔2014〕

351 号），进一步明确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纳入预算管理相关工作细则，标志着首轮政府债

务化解工作开启。两份文件明确，此次清理甄别工作按照先清理、后甄别的顺序开展，

以 2013 年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为基础（截至 2013 年 6月 30 日），结合审计后（2013

年 6 月 30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债务增减变化情况，对地方政府性债务存量进行甄

别。对甄别后纳入预算管理的地方政府存量债务，各地区可申请发行政府债券置换，以

省份

地方政府债

务余额

（亿元）

城投平台有

息债务

(亿元)

综合财力

（亿元）
债务率 广义债务率

GDP

（亿元）
负债率 广义负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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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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利息负担，优化期限结构，腾出更多资金用于重点项目建设。 

审计署 2013 年全国性债务审计结果显示，截至 2013 年 6 月底，地方政府负有偿还

责任的债务 108859.17 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 26655.77 亿元，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

任的债务 43393.72 亿元。从举借主体来看，融资平台公司、政府部门和机构是主要举借

主体，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分别为40755.54余元和30913.38亿元，占比分别为37.4%

和 28.4%；经费补助事业单位、国有独资或控股企业债务余额占比分别为 16.3%和 10.6%。

截至 2014年底，地方政府存量债务余额 15.4万亿元，其中 1.06万亿元为债券形式，14.34

万亿元为非债券形式存量债务，需要在 3 年左右的时间置换为政府债券。 

随后 2015-2018 年，全国集中发行地方政府置换债置换存量债务，分别发行 3.2 万

亿元、4.9 万亿元、2.8 万亿元和 1.3 万亿元地方政府置换债券，合计 12.2 万亿元。考

虑到部分存量债务已核减或以财政资金等方式偿还，截至 2018 年末，非债券形式存量政

府债务仅 3151 亿元。 

这一轮隐性债务置换很好地解决历史遗留下的隐性债务问题，但由于隐性债务产生

的土壤（地方财政收支矛盾、GDP 竞赛）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在 2015-2018 年置换期间，

地方政府仍然通过城投融资平台、政府投资基金、PPP、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变相甚至

违法违规举债，大量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继续滋生，为下一轮隐性债务高企埋下伏笔。 

 

图表4：截至 2013年 6 月底，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举债主体类别 

 

资料来源：审计署、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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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2015-2019 年，地方政府置换债集中发行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粤开证券研究院 

 

（二）隐性债务化解 2.0——控增化存、省级统筹 

第二轮隐性债务化解工作开始于 2018 年底，以“严控增量、化解存量”为主线并逐

步趋严，预计持续至 2028 年。随着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越演越烈，中央层面开始高度

重视。2018 年 8 月份，中共中央印发《关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意见》（中

发〔2018〕27 号），明确隐性债务范围，要求地方政府在 5-10 内完成隐性债务化解工作。

随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责办法》（中办发〔2018〕46 号文）出台，强调对地方政府

“终身问责、倒查责任”，要求各地方政府依规对隐性债务进行填报。为了准确掌握全口

径政府性债务数据并及时建立风险预警机制，财政部于 2018 年 10 月发布了《地方政府

隐性债务统计监测工作指引》、《地方全口径债务清查统计填报说明》、《政府隐性债务认

定细则》等相关文件，并在《地方全口径债务清查统计填报说明》中列举了六种化债方

式：1）安排财政资金偿还；2）出让政府股权以及经营性国有资产权益偿还；3）利用项

目结转资金、经营收入偿还；4）合规转化为企业经营性债务；5）通过借新还旧、展期

等方式偿还；6）采取破产重组或清算方式化解，为地方政府化债提供参考。 

随着隐性债务化解工作的持续推进，中央层面先后推出建制县隐债化解试点、特殊

再融资债券、全域无隐债试点等方案。2019 年，湖南、贵州、云南、辽农、内蒙古、甘

肃 6 个省份的部分建制县纳入试点，通过发行地方债置换部分隐性债务；2020 年底，市

场发现部分再融资债券的资金用途从此前的“偿还到期政府债券”变成了“偿还政府存

量债务”，开启了“特殊再融资债”置换隐债的工作；广东、北京、上海纳入全国“全域

无隐性债务”第一批试点省市，启动试点工作。 

各地方政府基于中央 5-10 年内化债要求，根据自身经济实力及债务状况因地制宜制

定计划积极开展隐性债务化解工作，主要沿着两条主线进行： 

主线一：严控隐性债务增量，杜绝 “化旧债又生新债”局面 

一是开好前门。近年来，地方政府收支不平衡日益加剧，支出责任刚性程度上升，

所以要“堵后门”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必须开好“前门”，做好地方政府债券的“借、用、

管、还”，发挥好地方政府债券尤其是专项债资金的撬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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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规范政府性投资项目决策和立项，根源上遏制盲目上项目、铺摊子，杜绝过度

举债。要求地方官员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纪律意识，严控新增项目，加强政府投资项目

管理，落实每一个项目的偿债资金来源，实现举债计划、融资的统一审批。同时量入而

出，投资计划、举债计划要与财政收入、土地收入相匹配。例如，湖南省称，决不允许

地方政府新增隐性债务上新项目，政府投资项目无资金来源不立项、无预算不开工，探

索实行高风险地区政府投资项目上级财政开工核准制。 

三是规范不合规的融资方式，规范 PPP、政府投资基金的运作机制，规范政府购买

服务实施范围，做到先有预算后购买服务等。 

主线二：化解存量隐性债务，包括债务偿还、债务置换、债务转化、破产重组或清

算以及辅助性措施 

一是债务偿还。地方政府化解隐性债务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是直接清偿隐性债务。安

排财政资金偿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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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措施包括：各地方政府开源节流，厉行节约过紧日子，压降培训费、会议费等非必

要支出；盘活存量“三资”，全面清查各类国有资产资源，能用则用、不用则售、不售则

租、能融则融，将“沉睡资产”变为“增收活水”；加大结转结余等存量资金清收盘活力

度。海南、山东、湖北等多地化债计划均指出，将压降一般性支出、盘活存量资金资产，

用于债务化解。 

二是债务置换和重组。地方政府与债权人平等协商，基于市场化法制化手段将原有

融资成本较高的债务置换为较低的债务，达到优化债务期限结构、较少利息支出的目的，

主要形式有：贷款置换贷款、贷款置换非标、信用债置换非标等。1）通过发行再融资债

券置换高成本债务。特殊再融资券用于建制县隐性债务化解试点、偿还纳入政府预算的

存量债务、全域无隐性债务试点等，已成为隐性债务清零的重要配套措施，多地纷纷提

出要争取隐性债务化解试点。2）协调金融机构支持债务重组、展期降息，积极有序缓释

债务风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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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镇江也通过银行贷款置换存量贷款和非

标，同时压降高成本存量债务，“融资成本削峰”，降低利息支出和融资成本。 

三是债务转化。在划清政企责任，推动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使得隐性债务显性化，

政府性债务和企业债务分离，部分债务合规转化为企业经营性债务。例如重庆、湖南、

陕西、山东、甘肃等各地印发的融资平台公司转型方案大多都提出要控制融资平台数量、

加强融资平台治理、防止地方国有企事业单位平台化、促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剥离

储备土地、公益性资产等不合规资产、剥离政府融资功能，减少财政依赖。 

四是破产重组或清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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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在

化债相关文件中支出要清理规范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剥离其政府融资职能，加快推进市

场化转型，对失去清偿能力的要依法实施破产重整或清算。 

五是辅助性化债措施。1）完善应急机制，建立偿债准备金、应急周转“资金池”、

纾困资金等，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2）开展座谈会、恳谈会改善投资者信心，

优化融资环境。近年来，天津、贵州、河南等多地召开债券投资人恳谈会，以维护市场

信心和融资环境。3）建立问责和奖励机制，将化债加入政绩考核，对化债成绩突出的予

以奖励；对于违规举债、化债不力、化债不实的进行严肃问责，追究相关部门和人员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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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6：部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化解方案 

时间  地区  文件名  主要内容  

2018年5月 
青海省黄南

藏族自治州 

《黄南藏族自治州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化解政

府隐性债务的通知》 

扶贫贷款：整合涉农资金和本级预算安排；棚户区改造项目贷款：出售公共租赁

住房和狠抓房租收入等；其他建设项目贷款：争取上级专项和本级预算安排 

2018年7月 
海南省海口

市 

《海口市 2018-2019年

政府性债务化解规划方

案通知》（海府〔2018〕

67 号） 

做大做强经济、发展产业，增加财政收入、提升偿债能力。强化预算管理，严控

债务规模和增量。积极争取省级支持，适度下沉财力。强化长期支出责任管理：

规范创新棚改融资模式，规范 PPP 模式。压缩经常性支出，盘活存量资金，盘活

土地资源，加大土地出让力度，加快债务置换，优化债务结构，节约利息支出。

深度开发城市国有资源，增加国有资产经营收入。经营性资产和资源必须全部移

交市国资公司进行管理,市国资公司按照市场化机制进行运营。 

2018年8月 
湖北省黄石

市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印发阳新县防范化解

政府债务风险攻坚战工

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阳

政办发〔2018〕24 号） 

全面清理政府债务。清理内容：一是公益性项目债务；二是经营性项目债务；三

是运转保障性债务；四是单位资产情况，分为债务项目资产和非债务项目资产。 

2018 年 10

月 

山东省济南

市 

《关于济南市长清区政

府隐性债务化解风险开

展情况》（2018 年 10

月） 

狠抓财政收入，做好项目引进，保障化债资金来源。合理调整建设投资，保障当

年债务归还，视土地出让收入调整投资计划。统筹预算安排，防止违约。优化支

出结构，压减一般性支出、整合资产，集中办公，优化资产配置，加大闲置资产

处置转让、租赁。积极申请政府债券进行置换调整，加快土地出让收入良性循环，

规范举债渠道，保障合理融资需求，加强源头管控、严控新增政府债务。 

2020年6月 
浙江省温州

市 

《乐清市人民政府关于

进一步加强政府性债务

管理的实施意见》（乐

政发〔2020〕39 号） 

通过推动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利用项目自身收益、盘活存量资金资产资源、

合规转化为企业经营性债务和压缩一般性支出等多种渠道筹措资金逐步消化，确

保在规定的时间完成隐性债务化解工作。 

2020年9月 
河南省濮阳

市 

《关于印发范县 2020

年政府债务风险化解规

划的通知》（范政办

〔2020〕36 号） 

保障重点支出，节流偿债。调整债务结构，争取政府债券额度，积极申请政府再

融资债券偿还存量债务。清理未实施的项目。提升地方政府债务承受能力。全面

清理政府资产，统筹组织财政收入，壮大可偿债财力规模；积极培植财源，促进

财政增收，认真落实支持产业发展政策措施，加快培育一批稳定性强、税源基础

广、贡献力度大的产业，增加地方政府自身偿债能力；积极争取中央支持，提高

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合理划分政府支出责任，增强地方偿债能力。 

2021年3月 
湖北省潜江

市 

《浩口镇防范和化解政

府性债务风险工作方

案》 

通过压减一般性公共支出、盘活存量资金和国有资产，千方百计筹措资金偿还债

务化解存量，确保全镇政府性债务在 2020 年全部偿清不新增债务。通过缩减一般

性公共支出，科学调度资金，镇全额兜底，逐一摸排，建立偿还台账，采取一对

一协商谈判的方式，通过减少债务额等方式缓解偿债压力、实施一次性偿还。杜

绝举债建设。 

2021 年 11

月 
湖南省 

《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

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

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

（湘政发〔2021〕14

号） 

妥善处置和化解隐性债务存量，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决不允许地方政府新增

隐性债务上新项目，政府投资项目无资金来源不立项、无预算不开工，探索实行

高风险地区政府投资项目上级财政开工核准制。金融机构要审慎合规经营，尽职

调查、严格把关，严禁要求或接受地方党委、人大、政府及其部门出具担保性质

文件或者签署担保性质协议。清理规范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剥离其政府融资职能，

加快推进市场化转型，对失去清偿能力的要依法实施破产重整或清算。健全市场

化、法治化的债务违约处置机制，切实防范恶意逃废债。完善风险应急处置机制，

分类施策，及时响应，防止风险累积形成系统性风险。加强督查审计问责，严格

落实政府举债终身问责制和债务问题倒查机制。 

2022年7月 
湖南省湘潭

市 

《湘潭市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当前及今后一段

积极争取中央降低债务风险等级试点。加强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协调对接，提升投

融资平台公司信用，激活债券发行，加快长期低息贷款、债券等标准化产品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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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地区  文件名  主要内容  

时期整肃财政管理规范

财经秩序深化预算改革

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潭政发〔2022〕11

号） 

高息短期非标债务，优化债务结构，降低利息负担。推进“财政整肃、园区升级、

平台转型"三大制度变革，实施“土地市场逆周期调节、资产证券化"两项资产运作，

重组债务、实现债务平滑，重组资产、实现优化配置，重组平台、实现去杠杆，

长短结合、标本兼治，趟出一条“债务缩减、效益改善、资产负债结构不断优化"

的化债新路子。加强问责。 

2023年3月 湖南省 

《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印

发<服务打好“发展六

仗”若干财政政策措施>

的通知》（湘财预

〔2023〕57 号） 

严禁新增隐性债务，对化债力度大、进度快、债务风险等级“创绿”和隐性债务“清

零”的地区给予奖励。激励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替接他盘”、续本降息，推进隐性

债务防断链、优结构、降成本。加强融资平台公司综合治理，防范国有企事业单

位“平台化”。深化违规举债、虚假化债专项监督，加强常态化债务风险监测预警，

牢牢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底线。 

资料来源：地方政府官网、粤开证券研究院 

2022 年预算执行报告显示，广东、北京已实现隐性债务清零，8 个省份超额完成隐

债化解任务，上海、江苏、青海、内蒙古等地实现局部清零。经国务院批准，广东、北

京、上海经济体量大、财政实力强的地区，率先开展全域无隐性债务试点工作。继广东

在 2021 年底实现全域隐性债务清零目标后，北京提前三个月完成中央提出的全域无隐性

债务试点任务要求，成为全国第二个实现隐性债务清零的省份。 

广西、宁夏、江苏、天津、陕西、甘肃、河南、青海超额完成 2022 年度化债计划。

其中，广西已完成截至 2022 年末政府隐性债务累计化解计划的 150%以上；宁夏 2022 年

全区化解隐性债务 213 亿元，隐性债务规模较峰值下降 50%，连续 5 年超额完成隐性债

务化解任务。 

同时，还有部分省份无法实现整省隐性债务清零，先通过实现个别市县清零，达到

以点带面的效果。根据公开资料整理，已有上海、江苏、青海、内蒙古等省份实现局部

清零。例如，内蒙古提出，2022 年落实“四个一批”化债措施，为 49 个债务高风险旗

县贴息 42.1 亿元，推动 3 个旗区隐性债务清零，上划 6 个盟市“统贷分换”公路债务

171.9 亿元，积极争取中央化债政策。以上结论是通过对各省份预算执行报告梳理得出

的结果，其他未提及省份并不代表未完成化债任务。 

图表7：部分省份披露的隐性债务化解进度及措施 

省份  相关表述  

广东 
如期高质量完成中央赋予的全域无隐性债务试点任务 ,实现存量隐性债务全部化解目

标。严格在法定债务限额内举债,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 

北京 
提前三个月完成中央提出的全域无隐性债务试点任务要求。主动调控新增债务 ,合理控

制再融资比例,全市整体债务率控制在“绿”区内,风险总体可控。 

广西 

进一步加强政府隐性债务管理。指导市县优化政府隐性债务化解计划，鼓励有条件的

地区提前化解存量政府隐性债务。定期评估全区各级政府债务状况，有序降低高风险

地区政府债务风险。组织开展政府隐性债务问题线索核实问责，坚决遏制政府隐性债

务增量。稳妥化解政府隐性债务存量，全区完成截至 2022 年末政府隐性债务累计化解

计划的 150%以上。 

宁夏 

债务管理成效明显。全区政府全口径债务总额较 2021 年底减少 139 亿元，总体债务

率较 2020 年下降 17 个百分点。2022 年，全区化解隐性债务 213 亿元，隐性债务

规模较峰值下降 50%，连续 5 年超额完成隐性债务化解任务。 

江苏 三是大力防范化解债务风险。持续化解存量债务，超额完成年度化债计划。 

天津 

积极加强与金融机构协调沟通 ,对高息债务开展“削峰”管理,依法合规做好债务缓释 ,优

化期限结构、降低利息负担.在全市共同努力下,超进度完成既定的隐性债务化解任务,

没有出现一笔逾期违约,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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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相关表述  

陕西 

压实市县和部门偿债责任，加大督促指导力度，超额完成全年隐性债务化解任务。指

导高风险地区细化化债方案，妥善处置风险隐患。严格执行政府举债融资负面清单，

加大对违规举债的通报与问责力度，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加强常态化债务风险监

测预警，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处置。督促各级妥善化解存量债务，按期完成年度隐性债

务化解任务。严格按政府债务管理规定举债融资，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推进融资

平台市场化转型改革，逐步剥离政府融资功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切实防范平台债

务风险向政府传导。 

甘肃 

督促市县和部门落实还本付息主体责任，通过预算安排、项目单位收益及发行再融资

债券及时偿还到期债券本息，应付本息全部偿还。靠实隐性债务化解主体责任，积极

筹措资金，稳妥化解隐性债务存量，超额完成既定的年度化解任务。 

河南 

建立隐性债务问责工作闭环管理机制，保持高压严管问责态势，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

量，稳妥化解存量隐性债务。积极运用“八个一批”等方式、再融资债券等工具，连续 5

年完成隐性债务化解计划。 

青海 

合理制定地方政府债务还本付息偿付计划，足额拨付还本付息资金，省本级超额完成

年度隐性债务化解任务，全省债务风险总体安全可控。全覆盖、多层次、拉网式开展

各类财经秩序整治行动，跟踪落实问题整改，加大隐性债务化存量、遏增量力度，完

善“压、调、降、禁、清、保”过紧日子措施。严格落实“借、用、还、管”相统一的政府

债务管理机制，坚决制止违法违规举债行为，严防变相举债、虚假化债行为，持续加

大问责处置力度。积极争取县级化债试点，多渠道、多手段盘活资金资产，重点化解“非

标”债务风险，全力完成年度隐性债务化解任务。 

内蒙古 
落实“四个一批”化债措施，为 49 个债务高风险旗县贴息 42.1 亿元，推动 3 个旗区隐性

债务清零，上划 6 个盟市“统贷分还”公路债务 171.9 亿元，积极争取中央化债政策。 

河北 
对隐性债务风险化解进行全面核查，督促指导基层规范债务管理，确保不出现债务风

险事件。 

山西 分类采取针对性缓释风险举措,盘活资金资产有序化解存量债务,避免项目资金链断裂。 

辽宁 
推进“银政企”协作，帮助市县将非标高息或到期隐性债务进行展期或重组，缓释到期债

务风险。 

黑龙江 
用好再融资、展期重组、周转金等政策工具，及时偿还到期债务本息，守住了不发生

系统性风险底线。 

浙江 
强化政府债务风险管控，实施政府投资项目立项前财政承受能力和债务风险评估，坚

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稳妥有序化解存量隐性债务。 

安徽 

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稳妥有序化解隐性债务存量，禁止各种变相举债行为；推进

政府债务信息公开，提高政府债务透明度，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治理，防范国

有企事业单位“平台化”。 

福建 积极稳妥、依法合规化解隐性债务存量，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 

江西 

“一地一策”“一企一策”推进融资平台优化升级，精准拆弹、缓释风险进一步完善政府债

务管理制度,规范政府适度举债融资行为。贯彻落实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各项举措,坚

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积极盘活各类资金资产,稳妥化解隐性债务存量。 

湖北 
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多措并举筹集资金完成化债任务，稳步推进融资平台优化升

级，加大风险缓释力度，防范处置风险的风险。 

湖南 

建立隐性债务化解部门责任制，塑造财政与主管部门合力化债新格局。规范政府性投

资项目决策和立项，构建从源头遏止盲目上项目、铺摊子新机制。严格执行省委省政

府厉行节约过紧日子规定，近三年省直部门培训费、会议费等一般性支出预算下降

24%，其中运行维护费下降 51%。盘活存量“三资”。全面清查各类国有资产资源，能用

则用、不用则售、不售则租、能融则融，将“沉睡资产”变为“增收活水”。加大结转结余

等存量资金清收盘活力度，近三年累计盘活 223 亿元。推进融资平台公司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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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相关表述  

防范国有企事业单位“平台化”，把财政承受能力评估嵌入项目决策和立项管理流程，清

除新增隐性债务上项目土壤。开展违规举债专项监督，用好审计、巡视、财政监督等

检查结果，推动问责结果常态化公开，做到问责一个、警醒一片、促进一方。积极化

解存量。督促市县通过压减一般性支出、盘活存量三资、资产证券化等方式，拓宽化

债资金来源，完成化债任务。鼓励金融机构不抽贷、不停贷、减息置换存量债务，确

保存量债务不断链，结构持续优化，成本持续降低。 

海南 
严格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抓实隐性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

增强财政可持续性 

重庆 

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持续化解存量，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建立应急周转“资金池”，

守住债务风险管控底线。运用改革方法、市场化机制，规范开展债务展期重组，接续

到期政府债务，化解存量隐性债务，守住财政风险底线。 

四川 
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逐项细化措施有序化解存量。探索隐性债务化解新路径，建

立化债激励奖补机制。 

贵州 

系统谋划防范化解债务风险体制机制。通过争取中央支持、金融机构展期降息、盘活

资源资产等方式，推动各地将债务利息足额纳入预算，为基层财政秩序回归正常、提

高在资本市场信用奠定基础，力争用 3—5 年时间，建立健全系统解决和防范化解政府

债务风险体制机制，逐步推动地方发展进入良性轨道。分类防范化解风险。强化法定

政府债务管理，严格落实政府债券本息偿付约束机制。协调金融机构支持债务重组、

展期降息，积极有序缓释债务风险。 

资料来源：各地方政府官网、粤开证券研究院 

 

三、隐性债务化解下一步：对市场期望和地方实践化债路径的

利弊与可行性分析 

未来的化债更有可能采取“一揽子”、组合拳的形式，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资源，

我们在《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当前形势与 14 条综合应对举措》中做了短期和中

长期的分析，现主要对市场期望和地方实践中的 7条化债路径进行利弊分析。 

一是安排财政资金偿还，但地方财政可腾挪空间相对有限。财政资金偿还是化解

隐性债务最直接的方式，然而财政资金总体呈现“开源困难、节支有限”的局面。2023

年上半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在低基数作用下持续上升，两年平均增速仅为 0.9%，国

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在全年减少超两万亿元的基数上同比下降 20.9%。地方政府能做

的更多是厉行节约过紧日子，削减部分培训费、会议费等非必要支出，但社保就业、教

育、卫生健康等大头的民生性支出刚性程度上升，能“省”下的资金有限。同时存在一

个悖论，可通过财政资金偿还的区域，自身财力雄厚，过度融资甚至违规举债现象较少，

债务负担较轻。而债务负担较重的区域，往往其债务积累的过程伴随着地方财力的下降。 

二是出让政府持有的股权，划转部分流动性较好的国资解决部分存量债务。最为典

型的案例是贵州的“茅台化债”，但未必各地都有如此优质资产。2019 年 12 月，茅台集

团将 5024 万股、4%的贵州茅台股份无偿划转至贵州省国资运营公司，开启“茅台化债”

之路，随后还采用低息发债收购贵州高速、购买贵州各级政府城投债的方式助力贵州化

债。但这种方式难以复制到其他区域，并非所有的地方都有“贵州茅台”这样得天独厚

国企资源，资产规模、资产质量及可变现性无法与贵州茅台相比，甚至还可能是“贵州

高速”这类需要地方级政府输血的国企。同时，还涉及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及层层问责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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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利用现有债务限额空间进行债务置换，可以优化债务期限结构、降低债务利率，

实际操作最容易，但这种做法不减少债务总额，而且限额空间与隐性债务规模比太小。

目前广东、北京通过特殊再融资债券推动隐性债务化解工作，为其他省份提供借鉴，多

个省份也积极争取纳入“建制县隐性债务风险化解试点”，寄希望发行地方政府再融资债

务置换部分隐性债务。但使用以前年度结存额度并不从根本上解决隐性债务，需要增加

债务限额并在省际间进行调剂，主要原因如下： 

一是从额度上看，截至 2022 年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 35.06 万亿元，限额为

37.65 万亿元，理论上最大发债空间为 2.59 万亿元。但与 55.0 万亿的城投平台有息债

务规模相去甚远，仅相当于其 4.7%。 

二是区域间分布不均衡，集中在上海、江苏、北京等债务压力较小的省份。从 2022

年底各省份债务限额与余额的缺口来看，上海、江苏、北京发行再融资债置换隐债的空

间较大，分别为 2765.5 亿元、1900.1 亿元以及 1637.1 亿元。 

四是金融化债，加强与金融机构协商沟通，支持债务重组、展期降息。但需注意的

是金融化债的本质是将地方隐性债务风险向金融系统转移，大面积的展期降息将导致银

行尤其是地方城商行、农商行盈利能力下降、不良资产率提高，引发财政金融风险共振。

同时金融机构作为市场化主体，也面临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的考核压力。遵义道桥

宣布债务展期后，贵阳银行对其授信达 70 亿元，不良贷款率迅速提升。因贵阳银行的基

础资产主要是地方政府平台，招商银行认为当地有整体暴雷的危险，存在系统性、区域

性风险，已经暂停对贵阳银行的同业授信业务。贵阳银行的第一大股东为贵州省财政厅，

地方财政承担着一定的兜底或关联责任，金融风险最终又向财政风险传导，产生恶性循

环。 

五是由资产管理公司（AMC）购买地方城商行、农商行的城投债，以相对市场化的方

式剥离金融机构对地方政府的债权。实际上，目前已有多家 AMC 参与地方债务化解。2023

年 4 月，中国信达与贵州省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随后发文称，将通过组建 50 人金融

专家团，围绕防范化解风险、助力国企改革等方面与贵州开展合作； 5 月，中国信达也

与山东省金融监管局对接，称将集中公司专业力能，组建服务山东金融专家团，重点围

绕风险化解、服务实体经济、国企改革、新旧动能转换等领域开展合作。但 AMC 参与隐

性债务化解的空间相对有限。一方面，相对于庞大的地方隐性债务而言，AMC 体量较小，

难以提供充足的流动性支持。另一方方面，AMC 作为经营性主体，有其盈利性要求，不

会全盘接受地方隐性债务，而是选择优质的地方债务风险化解项目。六是在存量隐性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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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破产重组或清算对投资者的负面效应极强，可能对金融市场和舆论造成较大冲击，是最

后的选择。目前尚未有城投平台破产的先例，只有少数城投的子公司如沈阳盛京能源宣

布破产。 

七是市场期望必要时由中央政府加杠杠，增发国债置换地方政府债务，但是我们认

为要解决系统性风险和道德风险的问题，否则容易滋长地方躺平、打击积极化债区域的

积极性。中央总体坚持“谁家的孩子谁家抱”，同时设定出手救助的前提条件，包括债务

风险的严重性程度和债务投向形成资产的外部性程度，以及救助与问责同步进行，避免

道德风险。 

 

 

图表8：截至 2022年底，各省尚未使用地方政府债务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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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审计署、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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