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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债发行有空间 扩大有效投资后劲足

●本报记者 赵白执南

“支持地方政府用足用好专项债务限额”

“依法盘活债务限额空间”“组织地方报送了

第三批专项债券项目” ……越来越多迹象表

明，今年用于项目建设的新增专项债券额度基

本发行完毕，但并不意味今年新增专项债券发

行工作收官。

截至2022年6月末，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

额仍低于限额约1.55万亿元。 专家表示，理论

上，在现有限额内，下半年具备上万亿元的新

增专项债券发行空间。 视基建投资需要，部分

剩余专项债务额度有在今年使用的可能性。

稳投资仍需增量资金

扩大有效投资是当前稳增长的重要抓手。

今年以来专项债券加快发行，充实了项目建设

资金。 财政部近日表示，今年用于项目建设的

新增专项债券额度基本发行完毕，比以往年度

大大提前。上半年已发行的新增专项债券支持

的项目市场化配套融资超过5300亿元， 对带

动扩大有效投资发挥了重要作用。

数据显示，今年前6个月，各地发行新增

专项债券34062亿元。7月1日至8月17日，逾一

个半月时间各地仅发行新增专项债券634亿

元，远低于6月的13724亿元。

专家认为，在今年新增专项债券额度基本

发完之后，维持财政支出强度、实现投资稳定

增长需要增量资金的支持。近期公布的调增政

策性银行8000亿元信贷额度、 设立3000亿元

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等举措，表明有关方面

正多措并举保障基础设施等领域建设的资金

需要。 有专家提出，依法使用地方政府专项债

务限额内剩余额度是可选做法之一。

“盘活” 限额空间符合规定

政策走向似乎与市场期待不谋而合。 7月

底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支持地方

政府用足用好专项债务限额。

日前召开的经济大省政府主要负责人经

济形势座谈会进一步指出，当前地方专项债余

额尚未达到债务限额，要依法盘活债务限额空

间，并用好已发行的地方专项债和政策性开发

性金融工具，符合条件项目越多的地方得到的

资金要越多。 各地要加快成熟项目建设，在三

季度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带动有效投资和相

应消费。

国务院于2014年发布的《关于加强地方

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明确，地方政府举债

不得突破批准的限额。（下转A02版）

今年以来累计退税超2万亿元

大规模留抵退税集中退付基本完成

●本报记者 赵白执南

中国证券报记者8月17日从财政部获悉，

目前，大规模留抵退税集中退付任务已基本完

成，今年以来累计退税超2万亿元。 随着稳经

济一揽子政策措施落地见效和疫情防控取得

积极成效，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扣除留

抵退税因素后同比增长2.6%， 连续两个月保

持正增长；按自然口径计算同比下降4.1%，降

幅较上月明显收窄。 今年前7个月，证券交易

印花税收入同比增长11%。

今年前7个月，地区间财政收入增幅差别

较大， 能源资源类省份财政收入持续较快增

长。 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 前7个月东部、中

部、西部、东北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

幅分别为-1.3%、12.3%、16.2%、-4.5%。 在东

部地区，福建、山东、浙江、北京分别同比增长

3.6%、3.6%、3.0%、0.2%。此前受疫情影响较大

的上海7月同比增长11.2%，为4月以来首次实

现正增长。在中西部地区，山西、内蒙古、陕西、

新疆分别同比增长 40.8% 、45.6% 、32.0% 、

40.4%，延续了高增态势。

对于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扣除留抵

退税因素后同比保持正增长，专家分析，这主

要是由于工业增加值、服务业生产指数、企业

利润等主要经济指标逐步回升，带动相关税种

恢复性增长。按自然口径计算，7月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同比下降4.1%，降幅比6月收窄6.4个百

分点。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扣除留

抵退税因素后同比增长3.2%，按自然口径计算

同比下降9.2%，降幅比上半年收窄1个百分点。

从税收收入来看，前7个月，全国税收收

入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比上年同期增长

0.7%，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13.8%。 其中，7月

全国税收收入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下降

0.8%，降幅较前几个月明显收窄。

从非税收入来看，前7个月，非税收入同

比增长19.9%，增速较快。 对此，业内人士解

释， 这主要是受地方多渠道盘活闲置资产带

动，也与中央特殊因素收入入库有关。其中，国

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增长30%，国有

资本经营收入增长54%，两项合计拉高地方非

税收入增幅12个百分点； 原油价格上涨带动

石油特别收益金专项收入增加、按规定恢复征

收的银行保险业监管费收入入库等特殊因素

拉高中央非税收入77个百分点。

支出方面，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持

续加快，7月同比增长9.9%，前7个月同比增长

6.4%，民生等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效保障。 其

中，前7个月交通运输、科学技术支出快速增

长，分别同比增长13.1%、20.5%。

财政部表示，下一步将会同有关部门继续

落实落细各项税费支持政策，加大政策宣传力

度，严防严控骗税风险，全面释放政策红利，全

力以赴稳住宏观经济大盘，努力实现全年经济

社会发展预期目标。

长江水位持续走低 航道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水路畅通

8

月

16

日拍摄的长江重庆段李家沱水域（无人机照片）。面对高温酷暑和长江流域汛期历年同期较低水位的严峻形势，长江重庆航

道局克服特殊水文年影响，战高温、冒酷暑，进一步加大航道探测和观测力度，及时开展航道演变分析预测和信息通报，强化现场航标

调整，多措并举全力保障长江航道安全畅通。 新华社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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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以改革开放激活力增动力

抓紧研究延续实施支持新能源汽车的相关税收政策，扩大大宗消费

●新华社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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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6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

书记李希和省长王伟中陪同下，在深圳考察。 他

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 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落

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

进一步巩固经济恢复发展基础，把稳增长放在更

加突出位置，稳就业保民生，以改革开放激活力

增动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李克强听取了深圳市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情

况汇报。他来到领创天下创业园考察，创客们反

映最需要初创资金支持。李克强说，要支持风投

等创投基金更好发展， 在初创企业发展的关键

阶段扶一把。创业创新既要敢为天下先、创成天

下先，又要记得天外有天，敢闯敢试、不骄不躁，

一步一步踏实往前走。要打造更多双创平台，助

力更多人实现创业创新梦想。

在考察盐田港时，李克强说，盐田港是华南地

区的重要港口，面向发达国家的进出口占比高，要

继续保持港口集疏运通畅、高效运转，稳定产业

链供应链。这个地方过去是盐田，现在变成了“银

田” ， 要打造更高水平的国际集装箱干线港，努

力成为“金田” 。他说，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

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坚定不移扩

大开放， 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提升经济竞争力，实现互利共赢。（下转A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