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四川省政府专项债券(一期) 

信息披露文件 
 

一、债券概况 

（一）基本情况 

 2018 年四川省政府专项债券（一期）发行额 28 亿元，全

部为置换债券，品种为记账式固定利率附息债券，债券期限为 5

年期，利息按年支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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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流通，债券到期后一次性偿还本金。 

拟发行的 2018年四川省政府专项债券（一期）概况 

债券名称： 2018 年四川省政府专项债券（一期） 

发行规模： 人民币 28 亿元 

债券期限： 5 年期 

债券利率： 固定利率 

付息方式： 利息按年支付，最后一次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二）发行方式 

2018 年四川省政府专项债券（一期）通过招标方式发行。



- 2 - 
 

四川省财政厅于招标日通过财政部上海证券交易所政府债券发

行系统组织招投标工作，参与机构为 2018 年四川省政府债券公

开发行承销团成员。招标发行具体安排详见四川省财政厅•关于

印发†2017 年四川省政府债券公开招标发行兑付办法‡的通知‣、

•关于印发†2017 年四川省政府债券招标发行规则‡的通知‣、

•关于发行 2018 年四川省政府专项债券（一期）有关事项的通

知‣等。 

（三）募集资金投向说明 

按照财政部要求，专项债券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本次

发行的置换债券全部用于偿还清理甄别确定的政府债务。募集项

目情况详见附件。 

 

二、全省中长期经济规划情况 

•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已经

四川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规划坚持“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深入实施“三大发展战略”，

明确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推进转型发展，加快形成

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统筹推进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确保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实现由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跨越、由总体小康向全面小康

跨越。 

“十三五”时期，四川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是：保持高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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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基

础上，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7%以上，到 2020 年地区生产总值

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以上，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全面提

高，城乡差距缩小。健全就业、教育、文化、社保、医疗、住房

等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公民素质

和社会文明程度普遍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文化产

业成为支柱性产业。生态建设和环境治理取得显著成效，生产方

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向低碳、绿色转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实现重大突破，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

形成，法治政府基本建成。 

•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内容参

见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十三五”规划专栏。 

 

三、四川省经济、财政和债务有关数据 

一、地方经济状况 

2015－2017 年经济基本状况 

年份 

项目 
2015年 2016年 2017 年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30053.10 32934.5 36980.2 

    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7.9 7.8 8.1 

    第一产业增加值（亿元） 3677.30 3929.3 4282.8 

    第二产业增加值（亿元） 13248.08 13448.9 142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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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产业增加值（亿元） 13127.72 15556.3 18403.4 

产业结构    

    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 12.2 11.9 11.6 

    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 44.1 40.8 38.7 

    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 43.7 47.3 49.7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25973.74 29126.0 32097.3 

进出口总额（亿元） 3213.4 3261.4 4605.9 

    出口额（亿元） 2077.3 1847.7 2538.5 

    进口额（亿元） 1136.1 1413.7 2067.4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13877.74 15601.9 17480.5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26205 28335 3072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10247 11203 12227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年＝100） 101.5 101.9 101.4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年＝100） 96.4 98.9 106.5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上年＝100） 96.7 98.8 108.3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本外币）（亿元） 60117.72 66892.4 73079.4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本外币）（亿元） 38703.99 43543.0 49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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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2017 年 2018 年 

省本级 全省 省本级 全省 省本级 全省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51.3 3388.9 750.2 3579.8 735.8 3715.8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149.8 8008.9 1248.0 8686.1 1307.1 7610.1 

转移性收入 4394.1 5088.8 4768.0 5455.6 4036.4 3912.4 

转移性支出 5446.8 263.7 5596.3 392.2 3445.6 18.1 

地方政府一般债券收入 1624.0 1624.0 1602.5 1602.5 — — 

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还本支出 25.8 168.0 6.9 148.0 — — 

（二）近三年政府性基金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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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性基金收入 82.7 1699.6 66.5 2657.8 52.1 1100.4 

政府性基金支出 32.8 1926.0 56.6 2581.0 87.9 1179.5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收入 1266.6 1266.6 1206.4 1206.4 — —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还本支出 0 0 0 0 — — 

（三）近三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9.6 54.9 17.4 51.6 7.2 49.9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30.9 65.6 26.3 63.1 13.7 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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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12.1 — 2328.5 — 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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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00.5 — 2200.2 — 806.0 

三、地方政府债务状况（亿元） 

截至 2017年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8503 

2017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9209 

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待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再予公布 

注：1、经济数据中 2015 年数据来源于 2016 年四川统计年鉴，2016、2017 年数据由四川省统计
局提供。 

    2、财政数据中 2016年数据为决算数，2017年数据为预算执行快报数，2018年为预算数。 

 

四、四川省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 

（一）四川省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经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四川省 2017 年发行新增债券 807.5

亿元用于公益性项目建设。同时，全省各级政府统筹安排置换债

券和预算财力强化政府债务偿还。据统计，全省 2017 年末政府

债务余额 8503 亿元，严格控制在国务院批准的政府债务限额

9209 亿元内。分类型看：一般债务 5176 亿元，专项债务 3327

亿元。分级次看：省级 449亿元，市级 2749 亿元，县级 5305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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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分来源看：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7710 亿元，银行贷款 510 亿

元，非银行金融机构融资 42 亿元，BT 回购等供应商应付款 152

亿元，外债转贷 27 亿元，企业借款等其他 62 亿元。 

（二）四川省加强债务管理、防范债务风险的政策措施 

四川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积极采取有

效措施完善相关制度机制，切实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一是建立完善制度体系。近年来，四川省全面推进政府性债

务管理改革，省政府成立了四川省政府性债务管理领导小组，指

导督促全省各级开展政府性债务管理工作，2015 年 1 月，省政

府印发了•四川省政府性债务管理办法‣（川府发„2015‟3 号），

在全国率先以规范办法形式贯彻落实国发„2014‟43 号文。在

此基础上，省政府制定出台了政府债务预算管理、风险评估预警、

风险化解规划、应急处置预案等 8 个配套制度办法，我省在全国

率先建立起“1+8”政府债务管理制度体系。 

二是严格控制新增债务。按照•预算法‣、国发„2014‟43

号文件精神，严控新增政府债务，除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外不得新

增政府债务。对政府债务规模实行限额管理，各级政府在上级政

府批准的限额内合理确定举债规模，报本级人大常委会批准。省

级和市县均未出现债务超限情况。 

三是全面纳入预算管理。地方政府债务的举借、使用、偿还

分类纳入全口径预算管理。将债务收支分别编入单位预算、部门

预算和政府预算。债务收支预算和调整预算均按要求报本级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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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常委会批准，严禁无预算、超预算举债。 

四是积极偿还存量债务。坚持“谁举借、谁偿还”的原则，

明确各级政府是政府债务偿还责任主体。分类落实偿债资金来源，

组织编制债务偿还计划，统筹各项偿债来源，通过预算安排、债

券置换等方式落实政府债务偿债资金，明确必要时应处置政府资

产偿还债务。与此同时，有序开展存量债务置换。2015年以来，

我省累计发行置换债券 5775 亿元，对我省当年到期政府债务实

现全覆盖，有效缓解地方政府偿债压力，全面消除到期债务风险，

大大降低市县政府利息负担。2017 年全省各级各部门通过预算

安排偿还、项目收益偿还、PPP 方式转化等共计化解政府债务 384

亿元。 

五是建立风险预警机制。从 2009 年起，我省就尝试开展政

府性债务风险预警。目前，按照财政部关于省级财政部门加强政

府债务风险预警的要求，我省结合财政部风险预警指标和四川实

际，以综合债务率、一般债务率、专项债务率为主要指标和新增

债务率、偿债率、逾期债务率为辅助指标，对省、市、县三级政

府债务风险进行评估。同时，督促高风险地区提出切实可行的债

务风险化解规划，尽快降低债务风险水平。 

六是强化完善考核监督。省政府已将债务管理情况纳入对市

（州）政府目标考核和县域经济考核范围；将政府性债务的举借、

管理、使用、偿还和风险管控情况纳入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

任审计范围，审计结果作为组织人事部门对领导干部进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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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免、奖惩的重要依据。 

 

附件：1.2018 年四川省政府专项债券（一期）项目情况 

2.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

要 

 

 

 

 

 

 

四川省财政厅 

2018 年 3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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