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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重庆市政府专项债券（五期） 

信息披露文件 

 

一、债券概况 

（一）基本情况 

2020 年重庆市政府专项债券（五期）计划发行 284.74 亿元，

债券期限为 30 年期。本批次债券发行总规模 284.74 亿元，品种

为记账式固定利率附息债券，全部为新增债券，30 年期债券利息

按半年支付，到期后一次性偿还本金，发行后可按规定在全国银

行间债券市场和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上流通。 

拟发行的 2020 年重庆市政府专项债券（五期）概况 

债券名称 发行规模 
债券

期限 
付息方式 

2020 年重庆市政府专项债券（五期） 284.74 亿元 30 年 每半年支付一次 

（二）发行方式 

2020 年重庆市政府专项债券（五期）通过招标方式发行。重

庆市财政局于招标日通过财政部政府债券发行系统组织招投标工

作，参与投标机构为 2018-2020 年重庆市政府债券承销团成员。

招标发行具体事项详见《2018 年重庆市政府债券公开招标发行兑

付办法》、《2018 年重庆市政府债券公开招标发行规则》和《重庆

市财政局关于发行 2020 年重庆市政府专项债券（五期）有关事项

的通知》。 

（三）募集资金投向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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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财政部要求，专项债券资金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本

批次债券偿债资金来源为对应项目专项收入，以及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收入，各项目具体收入来源及项目情况详见附件。 

二、信用评级情况 

经重庆市财政局委托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评定，

2020 年重庆市政府专项债券（五期）信用级别为 AAA。在存续期

内，重庆市财政局将委托中债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每年开展一次跟

踪评级。 

三、地方中长期经济规划情况 

重庆市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两点”定

位、“两地”“两高”目标、发挥“三个作用”和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重

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一带一路”和

长江经济带联结点的特殊区位优势，做实做靓“内陆开放高地”和

“山清水秀美丽之地”，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做优

做强综合实力、辐射带动力和生态竞争力，在国家区域发展和对

外开放格局中发挥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全面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和长江经济带发展，高起点建设内陆开放高地，为全国陆海内外

联动、东西双向互济作出更大贡献。 

总体要求是：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学笃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

的“两点”定位、“两地”“两高”目标、发挥“三个作用”和营造良好政

治生态的重要指示要求，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紧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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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

防风险各项工作，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全力推动质量变

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大力实施“八

项行动计划”。 

今后是重庆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期。全市将深

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践行新发展理念

的各项要求融入并落实到我们的奋斗目标之中，努力使创新成为

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

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 

    ——崇尚创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努力实现市场机制有

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步

入高质量发展轨道。紧紧围绕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以大数据智能

化引领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形成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

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建成国家重要现代制造业基地，

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比达到 30%，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升。建设

现代金融中心，直接融资比重和国民经济证券化率显著提高，金

融集聚辐射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进一步增强。全社会研发经费支

出占比提高到 2.5%以上，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60%，跻

身国家创新型城市行列。 

    ——注重协调，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格局。推动城乡区域协调

发展，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基

本建成和谐宜居、富有活力、独具特色的现代化大都市，加快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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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大美

乡村。国家中心城市引领服务功能凸显，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

城市宜居宜业水平大幅提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68%左右。

城乡资源要素流动更加便捷高效，城乡差距明显缩小。 

    ——倡导绿色，建成山清水秀美丽之地。严格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对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要求，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

产业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彰显浑

然天成的自然之美和悠久厚重的人文之美。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55%左右，城市建成区绿化率达到 45%以上。污染防治取得明显

成效，空气优良天数稳定在 300 天以上，长江干支流水质保持优

良，单位生产总值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持续降低。 

    ——厚植开放，建成内陆开放高地。全面融入“一带一路”建

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努力在内陆地区带头开放、带动开放，建

成内陆国际物流枢纽和口岸高地，成为功能齐备、要素集聚、产

业繁荣、互联互通、环境优良的内陆开放高地。到 2022 年，营商

环境明显优化，民间投资更加活跃，民营经济占比达到 55%左右，

进出口总额达到 6000 亿元，服务贸易额突破 500 亿美元，利用外

资稳定在 100 亿美元以上。 

——推进共享，提升城乡人民生活品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居民收入持

续增长，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均等化水平显著提升。高中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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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分别达到 98%和 52%。健康重庆水平提升，

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8.5 岁。推进以文化人，建设书香重庆，文化

事业、文化产业更加繁荣，建成文化强市。平安重庆建设持续深

化，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不断提升，

共建共治共享格局基本形成，群众安全感稳步提升。 

四、重庆市经济、财政和债务有关数据 

一、地方经济状况 

2017－2019 年经济基本状况 

年份 

项目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19424.73 21588.8 23605.77 

    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9.30 6 6.3 

    第一产业（亿元） 1276.09 1378.68 1551.42 

    第二产业（亿元） 8584.61 8842.23 9496.84 

    第三产业（亿元） 9564.03 11367.89 12557.51 

产业结构 

- 
    第一产业（%） 6.6 6.4 6.6 

    第二产业（%） 44.2 41 40.2 

    第三产业（%） 49.2 52.6 53.2 

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17,440.57 - - 

进出口总额（□亿元  ☑亿美元） 666.04 790.4 839.64 

    出口额（□亿元  ☑亿美元） 425.99 513.77 537.99 

    进口额（□亿元  ☑亿美元） 240.05 276.63 301.65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8067.67 7977.01 8667.34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32193.00 34889.00 37939.00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12638.00 13781.00 15133.00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年＝100） 101.0 102 102.7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年＝100） 104.1 102.1 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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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上年＝100） 104.4 102.5 100.1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本外币）（亿元） 34853.53 36887.34 39483.2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本外币）（亿元） 28417.46 32247.75 37105.02 

  二、财政收支状况（亿元） 

（一）近三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 

      年份 

项目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市本级 全市 市本级 全市 市本级 全市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24.6 2,252.4 859.0 2265.5 771.9 2134.9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238.0 4,336.3 1329.5 4540.9 1360.0 4848.0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收入 607.8 607.8 344.8 344.8 331.0 331.0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

支出 
174.1 461.8 44.0 209.5 80.4 165.5 

转移性收入 2,688.6 2959.2 2564.4 2950.2 2722 3327 

转移性支出 2,275.1 875.3 2093.9 674.8 2134 614 

（二）近三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 

政府性基金收入 1,488.7 2,251.1 1209.2 2316.3 1122.0 2248.0 

政府性基金支出 865.6 2,182.3 962.9 2677.7 740.0 2419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入 715.4 715.4 669.6 669.6 922.3 922.3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

出 
40.8 336.4 0 108.6 36.8 177.3 

（三）近三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85.0 126.7 57.1 105.2 63.0 132.0 

国有资本经营支出 81.7 98.8 27.1 52.2 20.0 46.0 

（四）近三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1420.3 2165.1 1107.5 2135.3 895.0 1880.2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及对应

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和土地

储备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803.3 1981.6 885.1 2435.4 633.0 1902.2 

三、地方政府债务状况（亿元） 

政府债务限额 4383.4 5093.4 6049.4 

政府债务余额 4018.5 4690.4 5603.7 

政府债务率 58% 67%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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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17-2019 年经济基本状况根据重庆市各年度统计年鉴整理，详细情况参见重

庆市统计局官方网站。财政收支状况数据中，2017 年数据为决算数，2018 年数据为决

算数，2019 年数据为预算执行数。 

五、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 

（一）全市政府债务限额情况 

2017 年，财政部核定重庆市 2017 年政府债务限额为 4383.4

亿元，2018 年，财政部核定重庆市 2018 年政府债务限额为 5093.4

亿元，2019 年，财政部核定重庆市 2019 年政府债务限额为 6049.4

亿元。 

（二）全市政府债务余额情况 

截至 2017 年末全市政府债务余额为 4018.5 亿元（其中：市

本级政府债务余额 1151 亿元），政府债务率 58%。2018 年末全市

政府债务余额为 4690.4 亿元（其中：市本级政府债务余额 1422.9

亿元），政府债务率 67%。2019 年末，全市政府债务余额为 5603.7

亿元（其中：市本级政府债务余额 1767.6 亿元），政府债务率 77%。  

从债券资金投向来看，政府债务主要用于市政建设、交通运

输、土地储备、保障性住房、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基础性、公

益性项目，不仅较好地保障了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推动了民生

改善和社会事业的发展，而且形成大量的优质资产。 

从未来偿还情况看，政府债务 2020 年、2021 年到期需偿还

的金额分别占 9%、13%，2022 年及以后到期需偿还的金额占 78%，

政府债务风险可控。 

（三）加强债务管理、防范债务风险的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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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新预算法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

见》（国发﹝2014﹞43 号），重庆市稳步推进政府债务发行、使用、

管理等各项改革工作，逐步建立了覆盖“借、用、还”全过程的政

府债务管理机制，确保全市债务规模适中，风险可控。 

1. 注重制度建设，完善管理体系。不断完善政府债务管理制

度，形成了政府债务限额管理、预算管理、风险预警、应急处置

和考核问责的“闭环”管理体系，出台《重庆市政府性债务风险

应急处置预案》，组织区县及时修订应急处置预案，建立健全政府

性债务应急处置工作机制，切实防范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 

2. 实施限额管理，控制债务规模。认真贯彻落实财政部《关

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根据财政部下达的政府债务限额，及时编制新增债务调整预

算，经市政府常务会审定后，报市人大常委会审批，将政府债务

分类纳入预算管理，定期公开我市政府债务年度限额和年末余额

情况，主动接受人大和社会监督。根据人大批准的预算调整方案，

综合考虑市级和各区县财力状况、债务风险、建设投资需求等情

况提出年度新增限额分配方案建议，经市政府批准后及时下达市

和区县执行，政府债务管理规范有序。 

3. 组织债券发行，支持经济发展。及时制定《债券招标发行

规则》、《债券发行兑付办法》等债券发行文件，认真做好承销团

组建、信用评级、信息公开和发行兑付办法制定等债券发行前期

准备工作。加强债券市场研判，科学确定发行时间，合理设置债

券期限结构。通过发行债券筹集资金，及时保障了重点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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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需求，促进了全市经济社会稳定发展。 

4. 强化资金监管，规范资金使用。加强债券资金使用监管，

督促各区县和市级有关部门落实主体责任，提前做好新增债券项

目安排，科学合理制定债券资金年度使用计划，为提高债券资金

使用效益打牢基础。定期通报新增债券资金拨付使用进度情况，

督促各区县和市级有关部门落实项目管理责任，加快项目实施和

资金支出进度，切实提高债券资金使用效益。 

5. 防范债务风险，实施目标考核。根据年末债务余额和财力，

对全市政府债务实行风险评估，对高风险区县实施风险预警提示，

指导高风险区县加大债务化解工作力度，降低债务风险。同时，

把政府债务管理工作情况纳入区县政府实绩考核，从限额管理、

风险管理、偿债违约以及违规举债等方面对区县严格实施目标考

核。 

 

附件： 2020 年重庆市政府专项债券（五期）项目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