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债券概况 

（一）基本情况 

    2019年四川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五期）-2019 年四川省政

府专项债券（三十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发行额不超

过 59.29 亿元（其中，商业银行柜台发行不超过 15 亿元），全部

为新增债券，期限为 5年期，为多地区集合发行的土地储备专项

债券。本期债券利息按年支付，发行后可按规定在全国银行间债

券市场（含商业银行柜台市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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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支付最后一次利息。本期债券概况

如下： 

债券名称： 
2019 年四川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五期）-          
2019 年四川省政府专项债券（三十一期） 

发行规模： 
不超过 59.29 亿元（其中：商业银行柜台发行不超

过 15 亿元） 

债券期限： 5 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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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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债券通过招标方式发行。四川省财政厅于招标日通过财

政部政府债券发行系统组织招投标工作，其中首场发行参与机构

为 2019 年四川省政府债券公开发行承销团成员，商业银行柜台

发行参与机构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 5 家商业银行柜台市场发行承办银行。

招标发行具体安排详见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印发〈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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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四川省政府债券招标发行规则〉的通知》、《关于发行 2019 年

四川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五期）-2019 年四川省政府专项债券

（三十一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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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

债券项目情况详见附件。 

二、信用评级情况 

经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评定，本期债券信用级别

为 AAA。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四川省财政厅将委托中债资信评

估有限责任公司每年开展一次跟踪评级。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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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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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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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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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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川省经济、财政和债务有关数据 

一、地方经济状况 

2016－2018 年经济基本状况 

年份 

项目 
2016年 2017年 2018 年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32934.5 36980.2 40678.1 

    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7.8 8.1 8.0 

    第一产业增加值（亿元） 3929.3 4262.4 4426.7 

    第二产业增加值（亿元） 13448.9 14328.1 15322.7 

    第三产业增加值（亿元） 15556.3 18389.7 20928.7 

产业结构    

    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 11.9 11.6 10.9 

    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 40.8 38.7 37.7 

    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 47.3 49.7 51.4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29126.0 32097.3 28065.3 

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493.5 681.0 899.4 

    出口额（亿美元） 279.6 375.5 504.0 

    进口额（亿美元） 213.9 305.5 395.4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15601.9 17480.5 18254.5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28335 30727 33216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11203 12227 13331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年＝100） 101.9 101.4 101.7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年＝100） 98.9 106.5 103.6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上年＝100） 98.8 108.3 105.3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本外币）（亿元） 66892.4 73079.4 77391.0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本外币）（亿元） 43543.0 49144.1 55390.9 

  二、财政收支状况（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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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三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 

      年份 

项目 

2017年 2018年 2019 年 

省本级 全省 省本级 全省 省本级 全省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50.3 3578 791.2 3910.9 814 4040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247.4 8694.8 1437.2 9718.3 1677.6 8984.1 

转移性收入 4788.8 5510.8 5354.0 6300.0 4580.7 4690.6 

转移性支出 5609.7 442.3 5512.4 488.2 4028.1 57.5 

地方政府一般债券收入 1602.6 1602.6 1231.3 1231.3 311 311 

（二）近三年政府性基金收支 

政府性基金收入 66.7 2663.0 61.7 3821.9 57 2350 

 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收入 — 2317.2 — 3431.4 — 2120 

政府性基金支出 56.6 2631.7 93.0 4036.2 55.2 3049.9 

   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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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33.2 — 3469.3 — 2157.2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收入 1206.4 1206.4 952.5 952.5 376 376 

（三）近三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7.4 51.6 9.5 68.2 6.9 74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6.3 62.3 15.8 77.4 7.7 87.1 

（四）近三年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情况 

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还本支出 6.9 148 28 469 32.9 557.6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还本支出 0 0 0 153.0 0 379.2 

三、地方政府债务状况（亿元） 

截至 2018年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9298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10280 

注：1、经济数据由四川省统计局提供。 

2、财政数据中 2017年为决算数，2018年为预算执行数，2019 年为预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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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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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年末，全省政府债务余额 9298亿元，严格控制在

国务院批准的政府债务限额 10280 亿元内。分类型看：一般债务

5465亿元，专项债务 3833亿元。分级次看：省级 587 亿元，市

级 2925 亿元，县级 5786 亿元。分来源看：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9271 亿元，外债转贷等 27 亿元。分期限看：2019 年 938 亿元，

2020 年 1381 亿元，2021 年 1207 亿元，2022 年及以后 5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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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健全政府债务管理制度体系。在已构建的“1+8”政府

债务管理制度基础上，2018年初，研究制定全省防范化解债务

风险工作方案，严格落实地方党委、政府管控债务风险主体责任，

对防范化解债务风险作出安排部署。 

二是持续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完善政府债务预算管理，

将债务收入、支出、还本、付息、发行费用分类纳入预算管理，

督促高风险地区安排一定比例预算资金偿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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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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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有序推动专项债券管理改革。按照国务院关于“扩大专

项债券使用范围”和“保持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力度”的要求，

结合国家和省委省政府确定的重点工作，优先在重大区域以及重

点领域推进项目收益专项债券改革工作。2018 年，全省新增专

项债券额度均用于发行项目收益专项债券，实现了专项债券与一

般债券的明确区分，创新试点了“8.8”九寨沟地震灾后重建、

乡村振兴、军民融合、旅游扶贫等 10 多个专项债券品种，专项

债券管理改革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四是积极偿还到期存量政府债务。按照“谁举债、谁负责”

的原则，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防范化解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决策部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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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换债券、再融资债券等方式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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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以来，全省累计发行置换债券 6437亿元，清理核实的地

方政府存量债务已全部置换为地方政府债券，切实降低了债务利

息负担，缓释了偿债压力；适度发行再融资债券，确保按时偿还

到期政府债券。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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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亿元。 

五是加强风险监测和应急处置。修订完善现行政府债务风险

评估和预警暂行办法，进一步优化债务风险指标、设定差异化风

险预警线、合理确定债务率计算方法。加强风险评估和预警，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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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政府债务高风险地区政府负责人，督促高风险地区采取有效措

施逐步化解风险。 

六是切实强化举债监督问责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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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免、奖惩的重要依据。建立地方政府举债终身问责

和债务问题倒查机制，利用举报核查、专项检查等手段对继续违

法违规融资举债的，坚决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问责一起、曝光

一起。 

 

附件：1.本期债券项目情况（分地区） 

      2.本期债券法律意见书（分地区） 

3.本期债券财务评估报告（分地区） 

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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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3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