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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在上年债务限额基础上合理调减限额。 

  （二）逐级下达分地区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政府债务限额，由财政部在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批准的总

限额内，根据债务风险、财力状况等因素并统筹考虑国家宏观调

控政策、各地区建设投资需求等提出方案，报国务院批准后下达

各省级财政部门。 

  省级财政部门依照财政部下达的限额，提出本地区政府债务

安排建议，编制预算调整方案，经省级政府报本级人大常委会批

准；根据债务风险、财力状况等因素并统筹本地区建设投资需求

提出省本级及所属各市县当年政府债务限额，报省级政府批准后

下达各市县级政府。市县级政府确需举借债务的，依照经批准的

限额提出本地区当年政府债务举借和使用计划，列入预算调整方

案，报本级人大常委会批准，报省级政府备案并由省级政府代为

举借。 

  （三）严格按照限额举借地方政府债务。省级财政部门在批

准的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内，统筹考虑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中

央转贷外债情况，合理安排地方政府债券的品种、结构、期限和

时点，做好政府债券的发行兑付工作。中央和省级财政部门每半

年向本级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书面报告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和兑

付等情况。对 2015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下达前举借的在建项目

后续贷款中需要纳入政府债务的，由各地在 2015 年地方政府债

务限额内调整结构解决。今后，需要纳入政府债务的在建项目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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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融资需求在确定每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时统筹考虑，依法

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举借。地方政府新发生或有债务，要严格

限定在依法担保的外债转贷范围内，并根据担保合同依法承担相

关责任。 

（四）将地方政府债务分类纳入预算管理。地方政府要将其

所有政府债务纳入限额，并分类纳入预算管理。其中，一般债务

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主要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偿还，当赤字

不能减少时可采取借新还旧的办法。专项债务纳入政府性基金预

算管理，通过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偿还；政府性基金或

专项收入暂时难以实现，如收储土地未能按计划出让的，可先通

过借新还旧周转，收入实现后即予归还。 

 

  二、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控机制 

  （一）全面评估和预警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地方各级政府要

全面掌握资产负债、还本付息、财政运行等情况，加快建立政府

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全面评估风险状况，跟踪风险变化，切实防

范风险。中央和省级财政部门要加强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监督，根

据债务率、新增债务率、偿债率、逾期债务率、或有债务代偿率

等指标，及时分析和评估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状况，对债务高风险

地区进行风险预警。 

  （二）抓紧建立债务风险化解和应急处置机制。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政府要对本地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控负总责，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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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风险化解激励约束机制，全面组织做好债务风险化解和应急

处置工作。列入风险预警范围的地方各级政府要制订中长期债务

风险化解规划和应急处置预案，在严格控制债务增量的同时，通

过控制项目规模、减少支出、处置资产、引入社会资本等方式，

多渠道筹集资金消化存量债务，逐步降低债务风险。市县级政府

难以自行偿还债务时，要启动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并及时上

报；省级政府要加大对市县级政府债务风险应急处置的指导力

度，并督促其切实化解债务风险，确保不发生区域性和系统性风

险。 

（三）健全地方政府债务监督和考核问责机制。地方各级政

府要主动接受本级人大和社会监督，定期向社会公开政府债务限

额、举借、使用、偿还等情况。地方政府举债要遵循市场化原则，

强化市场约束。审计部门要依法加强债务审计监督，财政部门要

加大对地方政府违规举债及债务风险的监控力度。要将政府债务

管理作为硬指标纳入政绩考核，强化对地方政府领导干部的考

核。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要作为第一责任人，切实抓好本级政府

债务风险防控等各项工作。对地方政府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不

力的，要进行约谈、通报，必要时可以责令其减少或暂停举借新

债。对地方政府违法举债或担保的，责令改正，并按照预算法规

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三、妥善处理存量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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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实履行政府债务偿还责任。对甄别后纳入预算管理

的地方政府存量债务，属于公益性项目债务的，由地方政府统筹

安排包括债券资金在内的预算资金偿还，必要时可以处置政府资

产；属于非公益性项目债务的，由举借债务的部门和单位通过压

减预算支出等措施偿还，暂时难以压减的可用财政资金先行垫

付，并在以后年度部门和单位预算中扣回。取消融资平台公司的

政府融资职能，推动有经营收益和现金流的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

转型改制，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政府购买服务等措

施予以支持。 

  地方政府存量债务中通过银行贷款等非政府债券方式举借

部分，通过三年左右的过渡期，由省级财政部门在限额内安排发

行地方政府债券置换。为避免地方竞相发债对市场产生冲击，财

政部根据债务到期、债务风险等情况予以组织协调，并继续会同

人民银行、银监会等有关部门做好定向承销发行置换债券等工

作。 

  （二）依法妥善处置或有债务。对政府负有担保责任或可能

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或有债务，地方政府要依法妥善处置。对确

需依法代偿的或有债务，地方政府要将代偿部分的资金纳入预算

管理，并依法对原债务单位及有关责任方保留追索权；对因预算

管理方式变化导致原偿债资金性质变化为财政资金、相应确需转

化为政府债务的或有债务，在不突破限额的前提下，报经省级政

府批准后转化为政府债务；对违法违规担保的或有债务，由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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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与债权人共同协商，重新修订合同，明确责任，依法解除

担保关系。地方政府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方式减少政府债

务余额腾出的限额空间，要优先用于解决上述或有债务代偿或转

化问题。 

  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高度重视，严格执

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各项规定，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明

确任务分工、落实工作职责，积极研究解决新问题，及时总结经

验做法，加强舆论引导，切实发挥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对“稳

增长”和“防风险”的积极作用，推动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 

  

财政部 

2015 年 12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