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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国发 [2014J 43 号

7:. 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

也方政府性债务管理，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

~ /U 【川人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现提;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 :二个才

丁友辰观为指导 3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

L-t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1 建立 μ住

了性债务管理机制 3 有效发挥地方政

极作用，切实防范化解财政金融风险，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

i本原则 c

疏堵结合 c 修明渠、堵暗道 3 赋于地方政府依法适度举债融

资权限，加快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

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举债。

同时 3 坚决制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按约定规则依法承担相关责任。

分清责任。明确政府和企业的责任，政府债务不得通过企业

举借?企业债务不得推给政府偿还?切实做到谁借谁还、风险自

牙日

规范管理。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规模控制，严格限定政府举

债程序和资金用途节 ;lZ均方政，f51亏;各分门别类纳入全口径预算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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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区域性和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切

实防范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

稳步推进。加强债务管理，既要积极推进，又要谨慎稳健 z

在规范管理的同时，要妥善处理存量债务，确保在建项目有序推

进。

二、加快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

(一)赋予地方政府依法适度举债权限。经国务院批准，省\

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可以适度举借债务，市县级政府确需举借债

务的由省 J 自治区、直辖市政府代为举借。明确划清政府与企业

界限，政府债务只能通过政府及其部门举借，不得通过企事业单

位等举借。

(二)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地方政府举债采

取政府债券方式。没有收益的公益性事业发展确需政府举借一般

债务的，由地方政府发行一般债券融资，主要以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偿还。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发展确需政府举借专项债务的，

由地方政府通过发行专项债券融资，以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

收入偿还。

(三)推广使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鼓励社会资本通

过特许经营等方式 p 参与城市基础设施等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

业投资和运营。政府通过特许经营权、合理定价、财政补贴等事

先公开的收益约定规则，使投资者有长期稳定收益"投资者按照

~.⋯{ --理，实现"借、用、还"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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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原则出资 3 按约定规则独自或与政府共同成立特别旦的公一-:

建设和运营合作项目。投资者或特别目的公司可以通过银行贷;

、企业债、项目收益债券、资产证券化等市场化方式举债并承

{在借责任。政府对投资者或特别目的公司按约定规则依法承担

许经营权、合理定价、财政补贴等相关责任，不承担投资者或

再ìI同的公司的偿债责任。

(四)加强政府或有债务监管。剥离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融资

能，融资平台公司不得新增政府债务 c 地方政府新发生或有债

务，要严格限定在依法担保的范围内，并根据担保合同依法承担

相关责任。地方政府要加强对或有债务的统计分析和风险防控，

好相关监管工作。

三、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规模控制和预算管理

(一)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规模控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实

琅额管理?地方政府举债不得突破批准的限额 c 地方政府一般

冬知去工币待久却持州、阳如此而 L=1h 怕也冉斗牛牛口人 T亨1 1 J....

测算并报国务院批准。

(二)严格限定地方政府举债程序和资金用，途。地方政府在

国务院批准的分地区限额内举借债务?必须报本级人大或其常委

会批准。地方政府不得通过企事业单位等举借债务。地方政府举

借债务要遵循市场化原则。建立生!甘为政府信用评级制度，逐步完

'l{)



囚、控制和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

预算管理。

地区，、要合理控制债务余额的规模和增长速度。

.飞勘

评估各地区债务风险状况，

(三)才巳地方政府债务分门另IJ类纳入全口径预算管理。地方

政府要将一般债务收支纳入一般公共预筝管理，将专项债务收支

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将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中的财政

单位要将债务收支纳入部门和单位预算管理。或有债务确需地方

差1生主主主庭负券 rp圾3 地方政二月安乡凭自量全乙飞只能用予公益性资

本支出和适度归还存量债务，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

(一)建立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预警机制。财政部根据各地

补贴等支出按性质纳入相应政府预算管理。地方政府各部门、各

政府或其部门、单位依法承担偿债责任的，偿债资金要纳入相应

区一般债务、专项债务、或有债务等情况，测算债务率、新增债

务率、偿债率、逾期债务率等指标，

对债务高风险地区进行风险预警。列入风险预警范围的债务高风

险地区，要积极采取措施，逐步降低风险。债务风险相对较低的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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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风险?地方政府对其举借的债务负有偿还责任，中央政府实

行不救助原则。各级政府要制定应急处置预案，建立责任追究机

制。地方政府出现偿债困难时，要通过控制项目规模、压缩公用

经费、处置存量资产等方式?多渠道筹集资金偿还债务。地方政

府难以自行偿还债务时〉要及时上报，本级和上级政府要启动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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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和责任追究机制?切实化解债务风险，并迫、二:

究相关人员责任。

(二)严肃财经纪律。建立对违法违规融资和违规使用政府

性债务资金的惩罚机制，加大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监督检查

力度。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在预算之外违法违规举借债务，

不得以支持公益性事业发展名义举借债务用于经常性支出或楼

堂馆所建设 3 不得挪用债务资金或改变既定资金用途;对企业的

注资、财政补贴等行为必须依法合规，不得违法为任何单位和个

人的债务以任何方式提供担保;不得违规干预全融机构等正常经

营活动?不得强制金融机构等提供政府性融资。地方政府要进一

步规范土地出让管理 7 坚决制止违法违规出让土地及融资行为。基

统

报告制度，加快建立权贵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全面

反映政府的资产负债情况。对于中央出台的重大政策措施如棚户

查、单独考核 u 建立地方政府性债务公开制度，加强政府信用体

系建设。各地区要定期向社会公开政府性债务及其项目建设情况 3

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二)建立考核问责机制。把政府性债务作为一个硬指标纳

入政绩考核。明确责任落实，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要对本

地区地方政府性债务负责任。强化教育和考核 p 纠正不正确的政

42



事业单位举借的债务，凡属于政府应当偿还的债务，相应纳入一

般债务和专项债务。地方政府将藏别后的政府存量债务逐级汇总

(二)妥善偿还存量债务。处置到期存量债务要遵循市场规

\i

j:43

，- .' l

绩导向。对脱离实际过度举债、违法违规举债或担保、违规使用

债务资金、恶意逃废债务等行为，要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三)强化债权人约束。金融机构等不得违法违规向地方政

个千号要求地方政府违法违

f债券要符合监管规定，向

体的企业法人等提供融资要严格规范信贷管理，切实加强风险识

别和风险管理。金融机构等违法违规提供政府性融资的，应自行

二，并按照商业银行法、

」构和人员的责任。

六、妥善处理存量债务和在建项目后续融资

(一)抓紧将存量债务纳入预算管理。以 2013 年政府性债
务审计结果为基础，结合审计后债务增减变化情况，经债权人与

债务人共同协商确认，对地方政府性债务存量进行或别。对地方

政府及其部门举借的债务，相应纳入一般债务和专项债务。对企

有债权债务关系不变，偿债资金要按照预算管理要求规范管理。

(二)积极降低存量债务利息负担。对重瓦别后纳入预算管理

的地方政府存量债务，各地区可申请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置换，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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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泣，王三、

接烘



责任和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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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喊，少行政干预。对项目自身运营收入能够按时还本付息的债

务，应继续通过项目收入偿还 c 对项目自身运营 l!失入不足以还本

付息的债务，可以通过依法注入优质资产、加强经营管理、力口大

改革力度等措施，提高项目盈利能力，增强偿债能力。地方政府

应指导和督促有关债务举借单位加强财务管理、拓宽偿债资金渠

道、统筹安排偿债资金。对确需地方政府偿还的债务，地方政府

要切实履行偿债责任，必要时可以处置政府资产偿还债务。对确

需地方政府履行担保或救助责任的债务，地方政府要切实依法履

行协议约定，作出妥善安排。有关债务举借单位和连带责任人要

按照协议认真落实偿债责任，明确偿债时限，按时还本付息，不

:偿债贵

!商业仕

芳在

(四)确保在建项目后续融资。地方政府要统筹各类资金，

优先保障在建项目续建和收尾。对使用债务资金的在建项目，原

贷款银行等要重新进行审核，凡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项目，要继

设资金来源的，应主要通过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和地方政府

债券解决后续融资。

七、加强组织领导

各地区、各部门要高度重视 3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 E 地方政府要切实担负起加强地方政府性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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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管理、防范化解财政金融风险的责任，结合实际制定具体方案，

政府主要负责人要作为第一责任人，认真抓好政策落实。要建立

地方政府性债务协调机制，统筹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财政

部门作为地方政府性债务归口管理部门，要完善债务管理制度，

充实债务管理力量，做好债务规模控制、债券发行、预算管理、

统计分析和风险监控等工作;发展改革部门要加强政府投资计划

管理和项目审批，从严审批债务风险较高地区的新开工项目;金

融监管部门要加强监管、正确引导，制止金融机构等违法违规提

供融资;审计部门要依法加强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审计监督，促

进完善债务管理制度 3 防范风险，规范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各地区、各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加强协调配合，全面做好加强

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各项工作，确保政策贯彻落实到位。

国务院

2014 年 9 月 21 曰

(此件公开发布)

1;5


	00000001
	00000002
	00000003
	00000004
	00000005
	00000006
	00000007
	0000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