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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扩大有效投资

——专项债资金重点投向交通基础设
施、能源、农林水利等九大领域；新型基础
设施、新能源项目纳入重点支持范围

据了解，专项债于 2015 年首度发行，当年发行规模
1000亿元；2018年超过1万亿元；2020年发行额度达到3.75
万亿元。专项债已成为稳投资、稳增长的重要政策工具。

今年以来，地方专项债发行使用不断提速，截至 8
月底已累计发行3.52万亿元，用于项目建设的额度基本
发行完毕，比以往年度大大提前。“今年专项债靠前发
力，进度比往年提早至少 3 个月，既有力支持宏观经
济，又为下半年加强逆周期调节、启动专项债增量政策
赢得了时间窗口。”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吉富星说。

充分发挥专项债稳投资作用，需要接续发力。而依
法盘活专项债结存限额，能够有效弥补社会需求不足。
目前，正在发行的5000多亿元结存限额引起各方关注。

什么是专项债结存限额？财政部部长助理欧文汉解
释说，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实行限额管理，地方政府债务
总限额由国务院根据国家宏观经济形势等因素确定，并
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指专项债
务余额小于限额的部分，主要是各地为控制债务风险水
平，通过加强财政收支管理、安排财政资金偿还到期专
项债券、减少专项债务余额，相应形成的限额空间。

“此次专项债结存限额政策可填补 9 月份以后专项
债发力的‘空窗期’，有助于下半年形成投资滚动接
续。”吉富星说。

通过盘活结存限额产生的新增专项债将重点投向哪
些领域和项目？欧文汉介绍，5000多亿元专项债地方结
存限额重点投向九大领域，包括：交通基础设施、能
源、农林水利、生态环保、社会事业、城乡冷链等物流
基础设施、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国家重大战略项
目和保障性安居工程等。

同时，更多项目将被纳入重点支持范围。中国财政
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龙小燕告诉记者，根据政策安排，
今年除原有的九大领域外，专项债券还可支持新基建、
新能源等增后劲、上水平的项目建设；支持城市管网建
设等惠民生、解民忧的项目建设；支持农业农村现代
化、粮食仓储物流设施保障粮食供给等补短板、强弱项
的项目建设。

随着5000多亿元结存限额“开闸”，专项债资金将
通过乘数效应撬动社会资金，发挥“四两拨千斤”的杠
杆作用。有专家测算，5000多亿元增量资金将对完成全
年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提供约 3.8 个百分点的支
撑；按40%的投向基建比例测算，有望拉动全年基建投
资增速提升1.1个百分点。

加快盘活留用额度

——专项债结存限额的 70%各地留用，
30%由中央财政统筹分配并向成熟项目多的地
区倾斜；10月份迎来地方专项债发行高峰

将宁波到金华的路程缩短至 89 分钟、预计 2023 年
底前建成通车——近日，甬金铁路全线首片框架墩钢横
梁精准吊装到位，项目建设顺利推进。

在浙江宁波，干线机场、高速铁路、城际铁路、高
速公路、城市轨道交通为一体的现代交通体系建设不断
提速，这背后离不开专项债资金的撬动。发行专项债券10
亿元支持甬金铁路建设、29亿元支持杭甬高速复线二期
项目建设……今年上半年，宁波市交通基础设施领域累
计发行专项债券 227亿元，为全市 33个交通基础设施项
目提供了有力支持。

在全国各地，许多优质项目正有待专项债资金及时
投放对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副秘书长杨荫凯表示，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已经组织地方报送并筛选形成了今年新
的一批准备项目清单，加上今年前期准备项目清单中尚
未安排的项目，总体能够满足 5000 多亿元专项债结存
限额存量的发行需求。

目前，多地已披露下一轮专项债发行计划。辽宁是
今年以来率先利用结存限额发行专项债的省份之一，于
9月27日发行67亿元新增专项债。天津市于9月28日发
行 12.89 亿元新增专项债。贵州、吉林、陕西、山东、
重庆等地也公布了9月份、10月份及四季度政府债券发
行计划。

5000多亿元专项债结存限额，各地如何分配？国务

院常务会议明确，70%各地留用，30%由中央财政统筹
分配并向成熟项目多的地区倾斜。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
务学院院长白彦锋分析，这主要是因为各地经济社会发
展情况不同，“经济发展潜力大、项目储备充足的地
区，往往存在‘项目等钱’的情况；而一些欠发达地区由
于项目储备不足等原因容易出现‘钱等项目’。”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9月底已有超4000亿元结存限
额明确分配区域，大部分在 10 月发行；其中河北、山
东、福建、四川、河南、云南等省份额度较多，均在
300亿元以上。“本次专项债额度分配向成熟项目多的地
区倾斜，有助于经济大省勇挑重担，力争全年经济社会
发展的最好结果，兼顾了地区间的公平与效率。”白彦
锋说。

业内人士预计，随着专项债结存限额集中发行，10
月份将迎来全国地方专项债发行高峰。杨荫凯介绍，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将按照“资金跟着项目走”的要求，推动
专项债资金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同时，督促各地方依
法合规加快推动项目用地、环评、施工许可等报建审批
的手续，加快落实征地拆迁、市政配套等建设条件，

“争取专项债资金一到位，项目就能够开工建设”。

用好用足资金

——专项债券资金使用坚决不撒“胡椒
面”；资金主要投向在建及能够尽快开工的项
目，以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

面对即将到来的发行高峰，如何用好用足专项债券
资金？财政部要求，各地应将专项债券资金优先用于纳
入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和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的重点
项目，坚决不撒“胡椒面”。

做深做实项目储备，是用好用足专项债资金的前
提。在河北省，2022年专项债项目储备工作于去年8月
就“先声夺人”，今年又建立常态化滚动储备机制，还

专门编制了专项债券项目审核规范 50 条、全流程政策
指引 60问和项目分领域典型案例 70个，指导各市县进
一步加强项目谋划储备，储备项目数量达到 1440 多
个、金额1640多亿元。

从多个省份发行计划看，用好结存限额发行的新增
专项债资金主要投向在建及能够尽快开工的项目，以尽
快形成实物工作量。

看资金投向，辽宁 67 亿元专项债资金将投向基础
设施和棚改领域。上海于 9 月 20 日发行专项债券 140.5
亿元，其中包括棚改专项债券87亿元。四川将加快356
亿元新增专项债发行使用，此前该省已有 1882 亿元新
增专项债券资金于8月底基本使用完毕，用于成达万铁
路、向家坝灌区等 1896 个重大项目，预计拉动有效投
资超过 5000 亿元。福建在今年已下达该省新增政府债
务限额 1640 亿元的基础上，再次获得新增的专项债券
发行额度 359 亿元，用于支持促投资、补短板项目建
设。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财经委明确，广西获得的 127
亿元结存限额，用于发行新增专项债支持地方重大项目
建设。

业内人士分析，10月份是集中发行专项债结存限额
的良好“窗口期”。从发行成本看，目前地方债发行利率较
低，有助于减轻地方政府负担。同时，市场流动性保持合
理充裕，结存限额集中发行带来的流动性扰动总体可控。

“目前专项债有额度空间、有对应的项目储备、有实施条
件和时间，能继续发挥拉动有效投资、惠及民生的关键性
作用。”吉富星说。

未来，将有更多重点项目获得专项债资金支持。欧
文汉表示，财政部将积极研究适当扩大专项债券资金投
向领域和扩大专项债券用作项目资本金的范围，更好发
挥专项债券拉动有效投资的作用。

专家预计，在依法盘活地方专项债限额空间等稳经
济政策接续发力的背景下，四季度基建投资有望保持较
快增长。“专项债要注重与其他接续政策形成组合效
应，重点与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政策性信贷、商业
信贷等形成政策协同，更好发挥扩投资、带就业、促消
费等综合效应。”吉富星说。

10月迎来专项债发行高峰，5000多亿元结存限额“开闸”——

稳投资，地方专项债再发力
本报记者 汪文正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面临超预期因素冲击，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在带动扩大有效
投资、稳定宏观经济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根据国务院部署，各地将依法盘活2019年以来结存的5000多亿元专项债限额，
并在10月底前发行完毕。这些资金将投向哪些领域和项目？

◀图为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市牟山
湖区域杭甬高速。

胡学军摄 （人民视觉）

▲在四川彭山经济开发区
计划总投资100亿元的中创新
航动力电池及储能系统眉山基
地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正抢
抓厂房建设。

翁光建摄
（人民视觉）

粮稳天下安。10月16日是世界粮食日，其所
在周也是中国粮食安全宣传周。怎样看待当前全
球粮食安全风险？中国如何继续保障粮食安全？
这些都是海内外关注的话题。

今年，世界粮食安全形势并不乐观。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尚未结束，地区冲突、气候变化、粮
价波动、能源和化肥价格高涨等因素又对全球粮
食产业链供应链造成冲击，联合国、世界银行等
国际机构接连警告，“情况正从糟糕走向更糟糕”
世界或将面临“二战后最严峻的人道危机”。

粮食安全攸关人类生存、关乎世界经济健
康运行。面对严峻挑战，尤需各国同向发力，共
同维护国际粮食安全。然而，个别国家不仅不思
为世界解忧，还“拱火浇油”乌克兰危机，采取
单边限制措施进一步加剧全球粮食危机，并借机
推高粮食价格从中渔利。相较之下，中国作为
负责任的大国，积极为缓解世界粮食危机贡献
中国力量，以实际行动展现保障粮食安全的大
国担当。

这 份 担 当 ， 体 现 在 中 国 奋 力 夺 取 粮 食 丰
收。今年以来，中国粮食生产接连闯关。看夏
粮，去年罕见秋汛造成 1/3 冬小麦晚播、长势复
杂；看早稻，连续低温阴雨叠加农资价格上涨
带来不利影响；看秋粮，南方地区出现 1961 年
以来持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平均强度
最大的高温少雨天气。尽管困难重重，但全国上
下攻坚克难，中央财政加力支持，农技人员奔赴
田间，亿万农民挥汗耕耘，最终实现夏粮、早稻
再增产。眼下，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增产
趋势明显，全年粮食产量有望继续保持在 1.3 万
亿斤以上，为端稳中国饭碗奠定扎实基础，也
为稳定世界粮食市场和全球食品供给提供有力
支撑。

这份担当，体现在中国不断提高粮食安全保
障水平。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始终
把解决好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党
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粮食产量实现高位攀升，连
续 7年超过 1.3万亿斤，人均粮食产量持续稳定在
450公斤以上，高于国际公认的 400公斤粮食安全
线。经过艰苦努力，中国用不足全球9％的耕地生
产出约占世界1/4的粮食，解决了约占全球1/5人
口的吃饭问题，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的重
大贡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市场及贸易司司
长布贝克尔·本·贝尔哈桑称赞道，中国实践对于
全球实现消除贫困与饥饿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大有
助益。

这份担当，体现在中国携手各国共同保障全
球粮食安全。中国人不仅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
里，也积极参与粮食安全国际发展合作及全球治
理。中方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把粮食安全作为
八大重点合作领域之一，在全球范围内动员各方
力量，推动优势互补，为实现包括粮食安全在内
的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汇聚最大合力。从在联合
国粮农组织设立南南合作信托基金帮助发展中国
家提升减贫、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到
积极参与联合国组织倡导的粮食援助计划，再到
派遣技术专家组深入亚洲、非洲、拉美、南太广
大发展中国家服务当地农民，如今中国已同140多
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农业合作，向广大发展中国家
推广农业技术 1000多项，成为联合国粮农组织南
南合作框架下资金援助最多、派出专家最多、开
展项目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一项项务实行动，一
个个合作成果，尽显保障粮食安全的中国方案、
中国贡献。约旦经济学家贾瓦德·阿纳尼认为，中
国与世界分享经验，在稳固世界粮食安全方面发
挥着重要作用。

实践充分证明，保障粮食安全，中国不仅有
能力，而且有担当。秋收的号子已响彻大江南
北，丰收的图景正徐徐铺展。再迎丰年的中国，
将继续立足自身端牢中国饭碗，并同世界各国一
道为维护全球粮食安全作出更多贡献。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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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电 （记者王俊岭） 记者日
前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8月，中国
服务贸易继续保持平稳增长。服务进出
口总额39375.6亿元，同比增长20.4%。

具体来看，服务出口19082.4亿元，

增 长 23.1%； 进 口 20293.2 亿 元 ， 增 长
17.9%。服务出口增幅大于进口 5.2 个百
分点，带动服务贸易逆差下降 29.5%至
1210.8 亿元。8 月当月，全国服务进出
口总额5437.9亿元，同比增长17.6%。

商务部服贸司负责人介绍，1至8月
服务贸易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稳定增长。1至8
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6432.7亿元，
增长 11.4%。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

9297.9亿元，增长15.7%；出口增长较快的
领域是知识产权使用费、电信计算机和信
息服务，分别增长24%、18.4%。知识密集型
服务进口7134.8亿元，增长6.2%；进口增长
较快的领域是保险服务，增速达64.4%。

旅行服务进出口保持增长。1至8月，
全国旅行服务进出口 5426.6 亿元，增长
7.1%。剔除旅行服务，1至8月中国服务进
出口增长 22.8%，其中出口增长 24.5%，进
口增长 20.8%；与 2019年同期相比，服务
进出口增长51.9%。

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稳定增长——

前8月中国服务进出口额增长20.4%
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稳定增长——

前8月中国服务进出口额增长2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