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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要闻

1. 财政部在香港成功发行100亿元人民币国债

2. 2023年11月财政收支情况

3. 国家统计局回应21记者：部分地区施工进度加快，增发

国债有利于基建平稳较快增长

4. 中证鹏元李勇：供给收缩下明年城投债稀缺性凸显，但

仍需警惕尾部区域平台风险

5. 应更加注重PPP项目全生命周期绩效管理

6. 地方债近期发行情况

7. 城投明年呈现八大发展趋势

8. 昆明：轨道交通4号线工程PPP项目荣获鲁班奖

9. PPP新机制下不合规项目将整改，涉及金额至少千亿级



10.财政部废止11部PPP文件！

11.四川成都：“宜居水岸”二期PPP项目助力推动城市品质提

升

12.河南完成发行80.57亿元地方债，用于12个项目建设

13.地方化债预计加速 长期利率水平或维持低位

14.今年前11月全国水利建设投资超过万亿元

15.云南财政加力提效促进经济恢复向好效

一、国内要闻



二、国际要闻

1. 美国11月财政赤字同比急增26% 创历年同月新高

2. 降通胀之路仍然崎岖 美国11月核心CPI环比回升0.3%

3. 欧盟财政规则改革未能达成协议

4. 欧盟将向巴勒斯坦提供1.25亿欧元人道援助

5. 英国10月份经济陷入萎缩　降息预期大幅升温

6. 德国将削减气候转型支出填补预算缺口

7. 日本政府系基金为首的财团拟斥资近55亿美元竞购富士通

芯片封装子公司

8. 日本政府计划提供税收激励措施 以促进电动汽车和半导

体设备等领域的的大规模生产



 9.韩国计划2030年向机器人产业投资3万亿韩元

10.韩国公布规模290亿美元电池企业支持计划

11.西班牙政府批准2024年国家总预算法案

12.迪拜成立财富基金

13.阿根廷新政府推出经济政策控制通胀

14.印尼政府公布新版激励政策，欲吸引电动汽车厂商赴当地

建厂

15.以色列政府批准一项重建该国南部与加沙地带边境地区的

计划

二、国际要闻



   国内要闻1



12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面向

专业投资者招标发行100亿元人民币国债，投资者认购踊跃，认购

倍数3.51倍。其中，2年期（增发）30亿元，发行价格99.42元，对

应发行利率2.60%；3年期（增发）30亿元，发行价格99.23元，对

应发行利率2.62%；5年期（增发）40亿元，发行价格99.00元，对

应发行利率2.75%。

网站链接：

http://www.mof.gov.cn/zhengwuxinxi/caizhengxinwen/202

312/t20231212_3921478.htm

（2023年12月12日 财政部官网）

1. 财政部在香港成功发行100亿元人民币国债

http://www.mof.gov.cn/zhengwuxinxi/caizhengxinwen/202312/t20231212_3921478.htm


2023年12月15日 来源：国库司 

　　一、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  

　　1-11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0131亿元，同比

增长7.9%。其中，税收收入168420亿元，同比增长10.2%；非税收

入31711亿元，同比下降3%。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91692亿元，同比增长6.9%；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

108439亿元，同比增长8.7%。  

　　主要税收收入项目情况如下：  

　　1.国内增值税64232亿元，同比增长47.6%，主要是去年

同期留抵退税较多、基数较低。  

　　2.国内消费税14931亿元，同比下降4.1%。  

　　3.企业所得税40429亿元，同比下降6%。  

　　4.个人所得税13542亿元，同比下降0.5%。  

　　5.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17552亿元，同比下降5.1%。

关税2344亿元，同比下降10.6%。  

　　6.出口退税16761亿元，同比下降2.1%。  

　　7.城市维护建设税4822亿元，同比增长2.9%。  

　　8.车辆购置税2478亿元，同比增长11.7%。  

　　9.印花税3623亿元，同比下降12.2%。其中，证券交易印

花税1697亿元，同比下降33.4%。  

　　10.资源税2846亿元，同比下降10.2%。  

　　11.土地和房地产相关税收中，契税5322亿元，同比增长

2.2%；房产税3606亿元，同比增长10.5%；城镇土地使用税2028亿

元，同比下降0.4%；土地增值税4979亿元，同比下降15.1%；耕地

占用税1011亿元，同比下降11.8%。  

　　12.环境保护税201亿元，同比下降2.2%。  

　　13.车船税、船舶吨税、烟叶税等其他各项税收收入合计

1236亿元，同比增长3.3%。  

2. 2023年11月财政收支情况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1-11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38462亿元，同比

增长4.9%。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33295亿

元，同比增长5.8%；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05167亿元，同比增长

4.8%。  

　　主要支出科目情况如下：  

　　1.教育支出36068亿元，同比增长5.7%。  

　　2.科学技术支出8193亿元，同比增长4.3%。  

　　3.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32 3 2亿元，同比增长

3.1%。  

　　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6001亿元，同比增长9%。  

　　5.卫生健康支出19698亿元，同比增长1.4%。  

　　6.节能环保支出4520亿元，同比增长3.8%。  

　　7.城乡社区支出17275亿元，同比增长1.4%。  

　　8.农林水支出20083亿元，同比增长5.8%。  

　　9.交通运输支出10370亿元，同比下降0.1%。  

　　10.债务付息支出10882亿元，同比增长5.4%。  

　　二、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情况  

　　（一）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情况。  

　　1-11月累计，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51884亿元，同比

下降13.8%。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3705亿元，

同比下降3.9%；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48179亿元，同比下

降14.4%，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42031亿元，同比下降

17.9%。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1-11月累计，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83181亿元，同比

下降13.3%。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支出2580

亿元，同比下降37.7%；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80601亿元，同比

下降12.2%，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相关支出45211亿元，

同比下降15.7%。  



网址链接：
http://gks.mof.gov.cn/tongjishuju/202312/t20231215_3922522.htm
（2023年12月15日 财政部官网）

https://www.21jingji.com/article/20231106/herald/e6f5af8b55f3ac71821c7a4ba1e3d0e3.html


京津冀和东北地区灾后重建项目持续推进。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周潇枭 北京报道 12月15日，国新办举

行11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邀请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

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刘爱华介绍相关情况，并答记

者问。 

由于去年四季度多项经济指标的走低，低基数效应带动11月

份多项指标出现回升。比如，11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6.6%，比上月加快2.0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87%。11月份，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1%，比上月加快2.5个百分点，环

比下降0.06%。 

此外，11月份部分指标的确在好转，比如11月规模以上工业

生产、出口状况等有所好转，11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呈边

际改善等，显示我国经济整体仍在持续恢复。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11月物价指数走低，反映当前国内需求仍显不足。不过，宏

观政策在加力显效，诸如四季度新增万亿国债资金在逐渐下达使用，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了第一批增发国债项目清单。12月14日，

北京、上海两地优化调整房地产政策，旨在进一步放宽限制性政策，

释放合理住房需求。 

针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提问：如何评价11月份基建投资增

速？万亿国债的下发对基建投资将会有怎样的拉动作用？ 

刘爱华回应表示，从1-11月份基础设施投资数据看，总体上

保持了平稳增长。 1-11月份，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5.8%，比1-

10月份回落0.1个百分点，比全部投资高2.9个百分点，拉动全部投

资增长1.3个点。 

3. 国家统计局回应21记者：部分地区施工进度加快，增发
国债有利于基建平稳较快增长 



刘爱华指出，从1-11月份基础设施投资看，主要呈现两方面

特点： 

一是民生补短板投资继续保持较快增长。1-11月份，铁路运

输业投资增长21.5%，水上运输业投资增长22%，水利管理业投资增

长5.2%，均保持较快增长。 

二是部分地区基础设施项目施工进度加快。 从监测数据来看，

京津冀和东北地区灾后重建项目持续推进，带动这些地区道路重建、

管网修复、水利建设这些基础设施行业投资保持较快增长。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为支持灾后恢复重建和防

灾减灾救灾能力提升，近期增发的国债项目清单陆续下达，随着资

金加快拨付使用，实物工作量加快形成，有利于释放基础设施领域

的潜力和空间，促进下阶段基础设施投资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刘

爱华表示。 

网址链接：

https://www.21jingji.com/article/20231215/herald/58df

1cf0c72bd65344b04b7a918be5eb.html

（2023年12月15日 21世纪经济报道）

 

https://www.21jingji.com/article/20231110/herald/edbfa9c7b35379c9ddb24b514fafc304.html


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李勇12月14日在中证鹏

元2024 年信用风险年会上表示， 预计明年全年非金融企业债发行

规模在14万亿元，总偿付规模约13万亿元，净融资规模略有下降；

城投融资强化收紧态势，供给收缩下稀缺性凸显，但仍需警惕尾部

区域平台风险。地产方面，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一视同仁满

足不同所有制房企合理融资需求”，明年房企潜在风险或有所缓解。 

中小金融方面，预计明年多渠道补充中小银行资本、加快不良资产

处置进度、推动兼并重组等方面的支持政策将进一步发力显效，将

较好地缓解中小金融机构风险。 

李勇表示，今年债券市场有不少新变化。截至11月末，非金

融企业债券的发行规模约12万亿，预计全年将同比上升5%左右；全

年净融资规模预计1万亿左右，较去年有一定收缩。在借新还旧的

高需求下，城投债发行量仍较大，全年发行规模预计同比增长13%，

不过8月以来，“一揽子化债”、“35号文”等政策密集下发，城

投发行与净融资双双下降，预计全年净融资在9400亿左右，同比增

长10%；房地产、民企、科创、绿色低碳、乡村振兴等领域的支持

力度进一步加大，债券融资规模实现扩容，债券市场服务实体经济

的效能再上台阶。 

“在政策呵护下违约有所缓解，信用风险仍集中在地产及相

关行业，多以展期和债务重组为主。城投方面，短期流动性压力仍

然较大，但随着一揽子化债政策的推进，以及新一轮特殊再融资债

券的持续发行，高风险区域信用环境得到显著修复，公开债市场风

险明显缓解。”李勇称。 

李勇还表示，预计明年经济增速仍将在5%以上，全年CPI中枢

在1.5%左右，财政赤字率将突破3%，新增专项债规模3.8-4万亿左

右。 但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正处于高质量发展和经济转型升

级的关键阶段，经济下行压力在加大，结构性问题、周期性矛盾有

所显现，需进一步畅通经济堵点，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着力扩大内

需、优化结构、提振信心、防范化解风险，增强经济活力。 

 

4. 中证鹏元李勇：供给收缩下明年城投债稀缺性凸显，但
仍需警惕尾部区域平台风险 



李勇表示，当前需求不足的问题仍然突出，外贸出口处于低

位徘徊，地产和基建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不可持续，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提出“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明年将进一步

扩大国内需求，尤其是要把改善消费摆在首要位置。 

李勇建议，一方面，要积极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优化消费

环境；另一方面，要想方设法增厚居民的钱袋子，完善社会保障，

让居民有足够的安全感去花钱。 

李勇表示，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金融工

作的主要任务之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统筹化解房地

产、地方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守牢风险底线。同时会议提

出“统筹好地方债务风险化解和稳定发展，经济大省要真正挑起大

梁”，这也意味着严防风险的同时，经济增长目标也要努力实现。

网址链接：

https://www.21jingji.com/article/20231215/herald/b3be

c952b00a4172f8e87b07808920b2.html

（2023年12月15日 21世纪经济报道）

https://www.21jingji.com/article/20231108/herald/0ecf817173dd910e47d52cee5a0bebc9.html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规

范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的指导意见》的通知，要求规范

推进PPP项目的建设实施，切实加强运营监管，加大政策保障力度，

其中核心要求包括锁定特许经营模式、聚焦使用者付费和优先支持

民企参与等。随着大量PPP项目逐步由建设期转向运营期，对PPP项

目实施全生命周期绩效管理的重要性、紧迫性日益显现。 

强化初期绩效管理 

开展PPP项目事前绩效评估，重在解决“立项项目优质与否”

的问题。事前绩效评估属于定性评估，主要看项目是否具备必要性

和可行性，是否符合立项支持条件等。 

编制PPP项目绩效目标。在建设期，关键绩效目标通常包括按

时按质完成项目建设、确保成本控制和高效的施工管理。此阶段需

要确保按照合同规定完成工程并保障工程质量。在运营期，绩效目

标通常包括保障基础设施的有效运行和维护、实现可持续盈利、提

供高质量的服务。运营期需要确保基础设施得到有效管理和运营，

同时提供符合标准的服务。在移交期，主要绩效目标包括确保公共

财产的有序移交、合同的完整执行、承接方的能力保障。同时，保

证项目可持续运营，并在移交时保持良好运行状态。 

设定PPP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建设期主要关注项目建设质

量和工程进度，质量指标和进度指标是核心指标。运营期的关注点

主要是设施的有效运营和资源利用效率，其中运营效率是核心指标。

移交期主要关注移交完整性指标，评估项目移交的完整性和资产的

状态及可持续性，确保项目资产得到有效移交。

重视过程绩效管理 

开展PPP项目绩效监控，要突出项目日常运行情况及年度绩效

目标实现程度。由于PPP项目涉及建设、运营和移交等多个阶段，

绩效监控需要考虑多方面的指标和数据，包括财务情况、运营效率、

服务质量、社会效益等。应合理选择监控时间、设定监控计划，原

则上每年至少开展一次绩效监控。

5. 应更加注重PPP项目全生命周期绩效管理



开展建设期绩效评价，要突出建设期PPP项目提供的公共服务

和产品的产出数量、质量、成本、时效和过程管理。产出数量要衡

量项目完成了多少公共设施、设备或服务，或者提供了多少公共服

务等。质量指标要体现项目产出的公共服务和产品质量，确保其能

够满足用户需求并达到相应的标准和规范。成本指标要突出项目建

设期间所投入的成本，包括建设费用、运营费用、维护费用等，以

及评价这些成本与项目产出的性价比。时效指标项目应体现提供公

共服务和产品的效率和及时性。过程管理是指通过对项目建设过程

中的管理效率、合作协调、资源配置，以及风险控制等方面的评估，

确保项目高效有序进行。 

开展运营期绩效评价，要突出运营期公共服务和产品的运营

成效和受益对象满意度，评价结果与按效付费直接挂钩。运营成效

在PPP项目运营期内，要反映公共服务和产品的实际运营情况，包

括运营效率、服务质量、投入产出比等指标。相关内容包括服务覆

盖范围、效率提升、成本控制等。此外，应定期开展用户满意度调

查，收集受益对象关于公共服务和产品的满意度和意见反馈。通过

问卷调研、投诉处理情况等方式了解公众或受益对象对服务的评价。

通过将评价结果与按效付费直接挂钩，可以激励运营方提高服务质

量和效率，促进项目可持续发展，更好地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目

标。 

开展移交期绩效评价，要突出移交时效和成果。评价移交过

程中的时间效率，包括移交手续、文件材料的整理和传递、移交流

程的透明度和顺利度等。及时移交能够避免因为延迟而造成的不必

要损失，也有助于新管理方尽快接管并开展工作。成果评价主要反

映移交后的实际成果，包括新管理方对资产设施的管理维护、对公

共服务的延续和改进等，还包括原管理方在移交后的服务支持和跟

进情况等。通过对移交的时效和成果进行绩效评价，可以促进移交

过程的顺利进行和交接效果的最大化，确保公共资产得到持续高效

利用，有助于促进相关方的合作沟通，改善整体运营状况。 

网站链接：
http://114.118.9.73/epaper/index.html?guid=1734069694379327492
（2023年12月09日 中国财经报）

https://finance.eastmoney.com/a/202304202697949197.html
https://www.21jingji.com/article/20231106/herald/a3a10df52c50490f884ecb390d30c0c4.html


（12月4日—12月10日） 
债券简称债券代码发行人简称利率发行期限 
（年） 
发行面额 
（亿元） 
23北京41809116北京市政府2.50%259.509923北京42809117北

京市政府2.54%362.199923北京43809118北京市政府2.63%597.0623
广西债412371414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2.59%39.049523广西债

422371415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2.96%1027.823广西债432371416广
西壮族自治区政府3.13%2010023广西债442371417广西壮族自治区

政府3 . 1 6 % 3 0 1 4 6 2 3广西债4 5 2 3 7 1 4 1 8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

2.85%107.923广西债462371419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2.97%101.4923
河北债642371420河北省政府2.77%106023宁夏债222371379宁夏回

族自治区政府2.69%35.923宁夏债232371380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

2.92%73.250423宁夏债242371381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2.91%744.423
宁夏债252371382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2.97%74.328523宁夏债

262371383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2.96%716.623山东债912371421山东

省政府2.92%1025023天津110809119天津市政府2.85%50.301723天
津111809120天津市政府2.79%558.968623天津112809121天津市政

府2.96%751.1823天津113809122天津市政府2.77%718.623天津

114809123天津市政府3.04%100.723天津115809124天津市政府

3.13%200.723天津116809125天津市政府3.10%30123天津117809126
天津市政府3.10%3010.423天津118809127天津市政府3.15%302523
浙江债672371408浙江省政府2.72%102023浙江债682371409浙江省

政府2.53%330.3723浙江债692371410浙江省政府2.72%1023.223浙江

债702371411浙江省政府2.53%348.4923浙江债712371412浙江省政

府2.53%317.623浙江债722371413浙江省政府2.72%1028.823深圳债

732371405深圳市政府2.61%510.034423深圳债722371404深圳市政

府2.70%71823深圳债742371406深圳市政府2.70%7823深圳债

752371407深圳市政府2.74%1019.5882 

6. 地方债近期发行情况  



网站链接：
http://114.118.9.73/epaper/index.html?guid=1734757843204046849
（2023年12月12日 中国财经报）

https://finance.eastmoney.com/a/202304202697949197.html


进入年终岁尾，各行各业均在展望2024年发展趋势。明年我

国城投行业将面临哪些新问题和新变化？国企平台公司如何实现从

2.0版到3.0版的转型跨越？ 

城市投资网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城镇化促进会城市更新工作

委员会副主任、现代咨询集团董事长丁伯康在接受《中国经营报》

记者采访时说：“城投发展与三个转变有关：一是城投建设模式从

单一项目向综合性项目、片区性项目转变；二是融资模式从政府性

融资向规范性融资转变；三是管理模式从融资建设向投资运营转变，

从城建到城发，再到产业投资。这三个转变推动了城投公司从2.0

版向3.0版迈进。” 

趋势变化推动转型 

12月7日，《2024年中国城投行业发展趋势研究报告》（以下

简称“《报告》”）在第16届城市建设投融资论坛上对外发布，该

《报告》由江苏现代资产投资管理顾问有限公司、现代研究院撰写。

《报告》认为，明年城投行业将会呈现八大发展趋势：一是统筹化

债迎来政策机遇，城投作用发挥聚焦地方所需；二是融资环境整体

有望回暖，项目包装成为融资关键环节；三是传统基建投资功能弱

化，目光转向城市综合运营服务；四是顺应国家战略发展需要，城

投更多参与政府替代投资；五是新一轮国企改革启动，重点突破功

能改革与机制创新；六是国企数据资产迎来入表，城投数字产业加

快提质发展；七是绿色金融发展持续加速，绿色低碳产业发展前景

可期；八是产业功能发挥稳步增强，专业人才成为转型升级关键。 

丁伯康认为，从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新动向来看，国家与地

方层面会牢牢把握住“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的重要思路，一边化解

债务及防范风险，一边找到发展的关键点而持续发力，做好稳增长

与化债务的双重平衡。同时，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与城投行业转型的

协同将得到增强，城投企业将聚焦地方发展战略需求，加快高质量

转型发展。 

7.城投明年呈现八大发展趋势



关于投融资环境的改善，一直是业内普遍关注的热题。对此，

《报告》预计2024年，城投行业整体融资环境有望回暖。同时，在

政策引导和融资市场双重作用下，城投区域、主体融资将延续分化

趋势。此外，随着基础设施公募REITs等领域加快创新，城投企业

项目融资导向有望强化，项目包装设计在融资中的作用将更加凸显。 

《报告》认为，基于未来项目实施的综合性、复杂性越来越

大，要求越来越高，城投企业的融资将更多落位于项目本身，以包

装项目、搭建主体作为主要抓手，通过优质项目包装助力城投融资

落地。通过科学、精细的项目包装和谋划，增强项目的可实施性，

并以此引导更多的社会投资，拓展相关的融资渠道。 

随着中国人口发展进入总量见顶、城镇化率增速放缓的新阶

段，城市建设由大规模增量建设转为存量提质改造和增量结构调整

并重阶段，城市发展方式将由此转向“内涵式发展”，意味着城投

行业将要加快迈入向专业要效益的资产存量时代。因此，为更好地

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服务城市发展、增强自身造血能力，城投企

业向城市运营商转型步伐将加快。 

《报告》称，展望2024年，随着资产运营在企业整体发展中

的重要性愈加凸显，更多城投企业将聚焦引领产业和城市的深度融

合，加快构建更加高效的资产运营模式，向着以“物业城市”等为

代表的城市综合运营商转型，持续深化发展模式创新。 

在我国房地产市场的新形势下，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加快城

中村改造等“三大工程”建设的重要部署。 

丁伯康表示，展望2024年，“三大工程”将是政府替代投资、

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重点领域，并将逐步迎来巨量的政策资金

支持。城投企业作为政府平台，将在其中发挥关键的引领作用。一

方面，积极导入社会资本，扩大项目投资增量；另一方面，有效拓

展市场化资产运营，为未来企业的持续健康经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网址链接：
http://www.cb.com.cn/index/show/zj/cv/cv135240591269
（2023年12月11日 中国经营报）

https://mp.weixin.qq.com/s/ZEqTLYeLHCMX4-uMdhKlbQ


12月10日，2023年度行业技术创新暨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

（国家优质工程）颁奖大会在北京召开，对2022—2023年度中国建

设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获奖单位进行表彰。其中，昆明市

轨道交通4号线工程PPP项目荣获该奖项。

昆明市轨道交通4号线工程PPP项目，线路全长43.422公里，

设站29座，由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

司等6家单位承建。昆明轨道交通4号线自2020年9月23日开通运营

以来，形成了连接昆明主城与机场、主城与高铁站、主城与四大客

运站换乘的轨道交通大动脉，标志着昆明轨道交通进入“网络化”

运营时代。其开通运营极大拉近了昆明城市区域的空间距离，惠及

上百万人的工作生活，对于昆明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记者从承建单位之一的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

由该单位承建的昆明市轨道交通4号线土建9标段包含羊甫头站土建

工程、广卫停车场及出入线土建工程和风水电安装工程，为全线重

难点工程。建设过程中，该单位坚持创新引领，以科技为建设赋能，

全面推行标准化作业，精细化管理，推广应用建筑业10项新技术。

面临滇越米轨铁路下穿、周边建筑物稳定、环保要求高、场段地基

及基础沉降等难题，项目做实周边环境调查，从施工角度充分优化

实施方案，自主研发放样工具，大幅提高了放样效率，采取倒排工

期、明确分工、责任到人等举措，提前10天完成所有单体施工，保

障了全线安全、优质、高效地按期完工。

网址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MxNIkxIEshQ_8yNKsZx3gg
（2023年12月11日 国家PPP公众号

8.昆明：轨道交通4号线工程PPP项目荣获鲁班奖

https://mp.weixin.qq.com/s/v9stQQXmR-ahFpwzFvRAbw


为了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近期国家出台了

PPP 新机制，对PPP模式做出了重大调整，这包括PPP应全部采取特

许经营模式实施，聚焦使用者付费项目，不因采用PPP模式额外新

增地方财政未来支出责任等。

对于PPP新机制落地执行的不少细节问题，近期清华大学投融

资政策研究中心邀请PPP权威人士给出回应。

其中市场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是，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

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规范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的指

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明确，PPP新机制适用于今年2月

PPP项目清理核查前未完成招标采购程序的项目，以及后续新实施

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那么对于2023年2月以来签约的PPP项

目应如何处理？

上述PPP权威人士称，2023年2月PPP项目清理核查工作启动，

新的PPP项目推进全面暂停。从严格意义上讲，今年2月以来至《指

导意见》发布之时（11月8日），不应该有任何新的以PPP、特许经

营、BOT、TOT、ROT、BOOT、DBFOT等各种名义实施的政府和社会资

本合作项目。对这类未按照新机制要求执行的项目，有关方面应立

刻暂停，严格按照《指导意见》要求，修改特许经营方案，调整特

许经营协议，规范推进实施。

这意味着，今年2月1日至11月8日推出的PPP项目（含特许经

营项目）如果不符合PPP新机制相关要求，必须暂停整改。

相关数据显示，今年2月1日至11月8日中标的PPP项目（主要

为特许经营项目）总计1063个，中标金额超过1.2万亿元。其中，

可能不符合PPP新机制民企参与条件的项目有613个，涉及项目投资

规模约2994亿元，主要分布在市政、农业林业等领域，地域分布主

要在四川、贵州、湖南、山东、云南等地。

有分析人士指出，上述可能不符合PPP新机制的项目，只是针

对民企参与条件这一项的判断，比如《指导意见》明确一些项目应

由民营企业独资或控股，或者应由民营企业股权占比原则上不低于

35%。实际上不符合PPP新机制，需要整改的项目可能会更多。

9. PPP新机制下不合规项目将整改，涉及金额至少千亿级



一位地方人士表示，当地正按照上述《指导意见》要求，对2

月后不符合PPP新机制的相关项目进行整改。具体按照2月底政府和

社会资本方是否完成相关合同协议签署来把握。

目前已经有部分特许经营项目按照PPP新机制进行整改，发布

了相关项目招标终止公告。

比如，根据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由于国家政策发生

变化，昆明市第十五水质净化厂特许经营项目招标终止，主要是此

前招标内容将根据上述《指导意见》进行相应调整，符合相关政策

后再按程序招标。

当然，一些业内人士对此也有一些疑问。

比如一位PPP业内律师表示，一般来说法不溯及既往，在PPP

新机制出台之前，如果相关项目是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推出的，理论

上来说也是可以不按照新机制来实施的。权威人士则是从规范PPP

角度，官方在2月启动PPP项目清理核查，全面叫停了新PPP项目推

进。不过从法律上来说，法不溯及过往。

当然，由于PPP新机制对项目采取新老划断，对今年2月PPP项

目清理核查前已完成招标采购程序（政府和社会资本签署正式合作

协议或特许经营协议）的项目，视为存量项目，不适用PPP新机制。

而截至去年底，财政部PPP管理库项目10346个，投资额超16

万亿元。因此大多数PPP存量项目不适用PPP新机制，影响相对较小。

有观点提出，一些省和直辖市此前已有特许经营管理条例或

管理办法，是否可按照这些文件执行？

上述PPP权威人士称，要以《指导意见》为准。《指导意见》

是规范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的纲领性文件，2023年2月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清理核查前未完成招标采购程序的项目，

以及后续新实施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都必须严格遵循。在

此之前的涉及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工作的各类文件，应仅适用于

2023年2月PPP清理核查前已完成招标采购程序的项目。

网址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vVpQai2p6zZ2OobyMQ4D3g

（2023年12月12日 国家PPP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2pmNbRUOgc0533_Oh4SgPQ


12月13日，财政部官网发布关于废止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有关文件的通知，以下是通知原文及附件内容：

废止文件目录

1.《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示范工

作的通知》(财金[2015]57号)

2.《财政部关于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 综合信息平

台运行的通知》(财金[2015]166号)

3.《财政部关于印发《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 )专

家库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金[2016]144 号)

4.《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 咨询机构

库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金 [2017]8号)

5.《财政部办公厅关于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综合

信息平台项目库管理的通知》(财办金[2017]92号)

6.《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示范

项目规范管理的通知》(财金[2018]54号)

7.《财政部办公厅关于梳理 PPP 项目增加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情况的通知》(财办金[2019]40号)

8.《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领域 PPP 项

目合同示范文本的通知》(财办金[2020]10号)

9.《财政部关于加强 PPP 示范项目跟踪管理的通知》(财金

[2020]7号)

10.《财政部关于修订发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综合

信息平台信息公开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金[2021]110号)11.《财

政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全国 PPP 综合信息平台项目信息质量提升专

项行动的通知》(财办金[2022]45 号)

网址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TpdbpKlzIRQ_GyjWPPcF8A
（ 2023年12月13日 国家PPP公众号）

10. 财政部废止11部PPP文件！

https://mp.weixin.qq.com/s/fs3_qBW6vUz2-S_O60dM-A


四川成都武侯区“宜居水岸”二期项目是成都市推进城市有

机更新，全面提升城市品质的重点工程。项目主要以清水河（武侯

区一侧）、黄堰河/三吏堰、栏杆堰、鸡公堰（太平寺护厂河）/肖

家河、高攀河这7条河道为生态轴和文化轴，围绕提升河道两侧生

态环境，倾力打造绿道、小游园、微绿地等绿色生态系统，全力推

动城市品质提升。

潮音水岸景观（图片由潮音水岸提供，下同）

潮音水岸位于成都市武侯区草金立交外侧，西临潮音路东靠

黄堰河，是武侯区“宜居水岸”二期PPP项目的核心景观节点。

潮音水岸以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为依托，重构场地。首先以

还原自然本底为目标，植入绿色可参与空间，植物配置以银杏、美

国红枫、榉树等色叶树种搭配大面积草坪和观赏草为主，并且设置

雨水花园，营造出了清新宜人的室外环境。

“宜居水岸”二期项目现场

以开放式草坪空间的形式呈现，让这块场地也有了重新接纳

自然、回归自然、连接生命的机会。并且作为多功能开放空间，功

能植入上赋予多种变化，城市露营、主题活动、婚礼庆典、展销经

营等为后续公园运营增加了更多的可能。

“宜居水岸”二期项目现场

以水为媒介，打造3000平方米雨水花园，石滩溪流搭配斑斓

的花径，打造一条与周边环境融合的绿色探索游径，以自然科普为

核心理念对场地景观、植物、互动空间进行优化。

将主游乐设备以雕塑化手法呈现在场地当中，作为“引人注

目”的视觉焦点，掩映在树丛当中，使周围的视线无法从这里移开。

潮音水岸由原来的法制广场改造而来，是城市居民公共开放

的活动空间，夜晚也是市民重要的聚集场所。在夜景氛围的打造上，

除了满足基础的夜间散步需求，还加入了可体验可互动的灯光效果。

11.四川成都：“宜居水岸”二期PPP项目助力推动城市品
质提升



冬日的潮音水岸成为露营地

此时，潮音水岸色叶树种正进入最佳观赏期。冬日的潮音水

岸成为了城市中心的露营地，太阳一出，大片的阳光草甸上便开始

陆续“长”满帐篷，多样化的儿童乐园充满了小朋友们的欢声笑语，

精致的生态草沟、雨水花园、林下空间与周边环境融合，引导小朋

友与自然亲密接触，与大人们进行亲子互动，感悟自然的奥妙。

网址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pIWbY54fMXnd11YGK_BYTw
（2023年12月15日 国家PPP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a4ZLel80k1LQ4ow7lWZSyQ


12月14日，河南省财政厅完成2023年河南省政府一般债券(十

四期）招标工作。本期债券简称“23河南债73”，发行规模

80.5726亿元，期限3年，利率2.56％，付息日为每年12月15日，到

期日为2026年12月15日。河南省财政厅此前披露的发行文件显示，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投向农科院新基地建设、省级统筹基建、支持新

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及充电设施建设、“双一流”创建工程、贾鲁河

综合治理、省级应急救援能力建设等12个项目。附本期债券募投项

目及资金使用概况。

网址链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85258570890019081&wfr=spider&f
or=pc
（2023年12月14日 大河网）

12. 河南完成发行80.57亿元地方债，用于12个项目建设

http://114.118.9.73/epaper/index.html?guid=1722295970596651010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于2023年12月11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关

于经济形势的判断，会议在前两年“三重压力”表述基础上进一步

指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表明国

内经济目前产需失衡和预期偏弱的问题，而关于外部环境的判断和

2021年的“复杂、严峻和不确定性”总体一致。但要看到，“我国

发展面临的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

本趋势没有改变”。因此，高质量发展仍是会议核心，尤其是推动

高水平科技的自立自强，但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稳中求进、以进促

稳、先立后破”的要求下，积极的经济增长目标和相应稳预期、稳

增长的宏观政策落地是可以期待的，在“进”和“立”优先级强于

“稳”和“破”的要求下，高质量发展所带来的利空会相对弱化。 

财政政策方面，去年年底涉及的“优化组合赤字、专项债、

贴息等工具”表现出积极姿态，而万亿国债、赤字率突破3%和专项

债额度提前批示等工具的实行无不显示财政政策的“加力”，而今

年表述转变为“适度加力、提质增效”，更加注重财政资金使用效

率和财政政策落实效果，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严格

转移支付资金监管”和“增强财政可持续性”。而在今年 货币 让

位于财政和监管的大框架下，“强化协同联动，放大组合效应”也

表明财政政策的“适度”和“提质”会让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更具

针对性地协调配合。 

货币政策方面，在稳健的相关表述上，从去年的“精准有力”

转为“精准有效”，从“保持广义 货币供应量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

速同名义经济增速相匹配”转为“保持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

同经济增 长和 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以上表述一方面延续

了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中强调的“盘活被低效占用的金融资源，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这也意味着明年不会“大水漫灌”；另一方面社

融和货币供应量不再锚定名义 GDP ，而是匹配名义GDP和 CPI 预

期，明年经济预期目标对 信贷 投放的力度影响较大，今年较低的

物价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实体融资成本稳中有降打开了空间。

13.地方化债预计加速 长期利率水平或维持低位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总体目标指引下，会议提出的首要重点

任务是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可以发现，有关 新

型工业化 、 数字经济 等描述在过去几年均有出现，但在以下几

个方面有所不同：其一，今年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排在“扩

大国内需求”的前位，表明明年总体上还是以调整经济和产业结构

为重心，即供给侧产业升级优先于需求侧改善；其二，相较于去年

提出的“加快 新能源 、 人工智能 、生物制造等前沿技术研发和

应用推广”，今年更加强调相关产业培育，尤其是在“商业航天、

低空经济”等新兴战略产业的布局；其三，今年再次强调企业科技

创新的主体地位，鼓励发展“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用于支持新型

产业培育。 

在扩大国内需求方面，今年会议并无“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

在优先位置”的论断，而是“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

环”，强调投资拉动“ 智能家居 、文娱旅游、国货潮品”等新的

消费增长点，尤其是要在出口相对疲软下“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

消费品以旧换新”刺激内需，提振 新能源 汽车、电子产品等大宗

消费，并且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优化消费

环境。 

会议指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点在于房地产、地方债

务和中小金融机构，并且三者之间的风险是相互依存的，需要统筹

化解。房地产方面，明确“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企的合理融

资需求”，与此前国有大行传递出的信号一致，加快推进保障性住

房建设、“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城中村改造等“三大工

程”建设，维持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关于房地产的基本论断。地方债

务方面，在2021年提出“遏制新增隐性地方债务”后，本次会议提

出“统筹好地方债务风险化解和稳定发展”，在地方通过新增专项

债、特殊再融资债、盘活存量国有资产等合理化解非标债务的基础

上，要“合理扩大地方专项债券用作资本金范围”，并且经济大省

要为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总体来看，会议对于明年经济发展的定调相对于“稳增长”

更倾向于“调结构”，在重新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的基础上，

新旧动能转换方面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主基调，而以旧换新刺

激内需、重点领域深化改革、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重点领域风险防范

和化解都有相应的提及和要求。回顾过去5年，不难发现，在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前，债市表现偏振荡，而在会议召开后，10年期国债

收益率下行的概率较大。前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立”和“进”

的定调带给市场偏积极的预期，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针对地

方债务问题提出“地方债务风险化解和稳定发展”和“合理扩大地

方专项债券用作资本金范围”的相关论调，预计明年地方化债工作

将加速开展，央行货币政策也会有所倾斜。因此，预计长期 利率 

水平维持低位，10年期国债期货价格将振荡上行。。

网址链接：

https://finance.eastmoney.com/a/202312142933200223.html
（2023年12月14日 期货日报)

http://114.118.9.73/epaper/index.html?guid=1721699523056631810


       水利部副部长陈敏在日前国新办举行的2023年水利基础设施建

设进展和成效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1—11月，全国落实水利建

设投资11565亿元，同比增长0.9%；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938亿元，

同比增长8.5%，提前一个月实现全国水利建设完成投资1万亿元以

上的年度目标任务。 
        新开工水利项目创历史新高，一批重大工程开工建设。1—11
月，全国新开工水利项目2.73万个，较去年同期增加2585个、增长

10.5%；其中，投资规模超过1亿元的项目1879个，比去年同期多

528个。黑龙江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吉林水网骨干工程、
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河北雄安干渠供水工程、福建金门

供水水源保障工程、北京城市副中心温潮减河防洪工程等43项重大

水利工程开工建设，工程建成后可新增供水能力81.9亿立方米，新

增改善灌溉面积2075万亩，新增加固堤防1125公里，将为国家重

大战略实施和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水安全保障。 
       水利工程建设全面提速，一批重大工程实现了重要节点目标。
今年以来，陕西引汉济渭工程、甘肃引洮供水二期工程实现通水，

福建平潭及闽江口水资源配置工程、江西花桥水库工程建成。南水

北调中线引江补汉工程、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环北部湾水资源

配置等重大工程加快推进。全国实施3628座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999条中小河流治理、598处大中型灌区建设与现代化改造，提升

8213万农村人口供水保障能力，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27万平方公里。
特别是今年遭受严重洪涝灾害的北京、天津、河北、吉林等省市，

全力推进水毁水利设施修复和灾后恢复重建。截至11月底，新开工

水利项目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0%以上。 
       水利建设吸纳就业人数持续增加，充分发挥稳就业作用。1—
11月，水利建设吸纳就业257.3万人、同比增长9.1%，发放工资

504.8亿元、同比增长40.6%。 

14. 今年前11月全国水利建设投资超过万亿元 



       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司长张祥伟介绍，今年超万亿元水利投资主

要投向4个领域：一是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建设。包括黄河下游“十四

五”防洪工程、淮河入海水道二期，西江、辽河干流、太湖环湖大
堤达标治理，以及长江、淮河、海河流域的国家重要蓄滞洪区等流

域防洪骨干工程建设，还有中小河流治理、山洪灾害防治、病险水

库除险加固等。二是国家水网重大引调水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包

括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引江济淮二期、内蒙古引绰济辽等重

大引调水工程，以及灌区新建和改造、农村供水工程等。三是河湖

生态环境复苏。包括福建木兰溪、吉林查干湖等重要河湖水生态修

复治理工程，以及水土保持、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等。四是水文

基础设施、智慧水利等其他项目。包括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和数字

孪生流域建设、水利设施维修养护等。 

网址链接：
http://114.118.9.73/epaper/index.html?guid=1736576811141169154
（2023年12月14日 中国财经报）

 

http://114.118.9.73/epaper/index.html?guid=1721699520024150016


今年以来，云南省财政部门加强财政资源统筹，优化支出结

构，加力提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助力全省经济恢复向好。 

千方百计抓收入，增加财力强保障。多措并举“聚”财。深

入开展综合治税，聚焦重点地区、行业及重点税源企业，协同税务、

金融监管、国资等部门，促进财政收入依法征收、应收尽收。1—

10月，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824.7亿元，同比增长15.5%，

其中税收同比增长22.4%。加强统筹“活”财。强化“四本预算”

统筹衔接，省级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分别按

20%、35%比例调入一般公共预算，整合政策取向相近的财政资金，

完善存量资金动态盘活机制，按10%比例统一压减省级部门公用经

费，集中财力支持经济稳进提质。向上争取“增”财。积极争取中

央对云南的政策资金支持，为国家和云南省重大战略、重要任务的

实施提供坚实财力保障。 

全力以赴保重点，扩大投资促消费。聚焦中心强措施。围绕

云南省委、省政府关于促进经济稳进提质的部署要求，制定实施7

个方面80条促进经济稳进提质政策举措，加强重大决策部署的财力

保障。1—10月，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5487.1亿元，着力发挥财

政在稳经济、促投资、补短板方面的杠杆撬动作用。综合施策扩投

资。争取中央预算内基建投资220亿元、中央车购税补助资金179亿

元，筹措省预算内基建投资50亿元、省级综合交通建设资金155亿

元；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额度于8月初全部发行完毕，目前已拨

付975亿元，拨付进度为99.7%，项目单位支出进度达61.9%，重点

保障交通基础设施、产业园区、社会事业、农林水等领域项目建设。

多管齐下促消费。筹措安排资金4.3亿元，支持补齐县域商业基础

设施短板，完善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筹措安排资金3亿元，

统筹用于支持步行街改造提升、新能源汽车及家电下乡和发放“彩

云”消费券等系列促消费活动，激发消费活力。大力支持举办南博

会等大型展会，搭建产销对接平台，促进消费增长。筹措安排乡村

振兴重点帮扶县中央和省级相关资金294.2亿元，支持易地扶贫搬

迁安置区后续产业发展，加大乡村产业投入力度，切实促进农民增

收，提升消费能力。

15. 云南财政加力提效促进经济恢复向好  



竭尽全力强产业，夯实基础增动能。优化资金投向锻长板。

筹措安排资金328.5亿元，全力服务保障云南省大抓产业、主攻工

业的部署要求。健全完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财政奖补机制，围绕绿

色铝、光伏等12个重点产业，聚焦支持制造业重大项目建设、先进

制造业集群培育及企业技术改造和创新。完善政策体系补短板。出

台财政金融协同支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发展9条措施，下达

专项资金1.54亿元，重点支持培育一批专注细分市场、创新能力强、

成长性好的中小企业。协同行业部门推进实施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29条政策措施，完善人才强省财政保障政策，优先安排资金保障实

施创新平台建设、人才和市场主体培引、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等。丰

富政策工具增效能。迭代出台优质中小企业、文旅企业流动贷款等

专项贴息政策，综合运用风险补偿、贴息补助、担保费减免等工具，

引导各类金融资本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更多源头活水。今年以来，

共向14户科技型企业兑现知识产权质押和科技创新融资贷款贴息资

金206.9万元，累计撬动银行贷款1.65亿元。 

着力打好组合拳，助企纾困提信心。落实落细减税降费。延

续优化2022年大规模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实施好小微企业“六税

两费”等30条政策，推动政策直达快享，重点支持中小微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支持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等，切实减轻企业负担。着

力优化营商环境。制定印发营商环境全面提质年重点任务清单，协

同有关部门持续整治违规涉企收费；制定出台5方面14项政策措施，

着力规范政府采购代理服务付费、评审费、公证费以及政府采购保

证金等收费行为。精准有力靠前服务。完善“阳光云财一网通”平

台功能，制定《2023年支持市场主体财政资金网上公开办理目录清

单》，将21项面向市场主体的重点资金纳入专项资金公开办理范围，

确保惠企政策红利更快更好直达市场主体。目前，已通过平台新发

布政策47项，累计受理企业申报项目6161个。管好用好直达资金。

持续完善常态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提高分配、拨付、使用和监管

效率，快速精准惠企利民。截至10月底，全省纳入直达机制管理的

资金1902.1亿元，已形成支出1429.3亿元，惠及企业1083户、群众

1600万人。

网址链接：
http://114.118.9.73/epaper/index.html?guid=1736576819320061953
（2023年12月14日 中国财经报）

  

http://114.118.9.73/epaper/index.html?guid=1721349695512510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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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财政部公布，11月财政赤字同比升26%至3140亿美元，高

于市场预期的3010.4亿美元，是历年财赤最高的11月，也是3月以

来最高水平，主要受利息支出急升及其他开支大增影响。 根据报

告，11月联邦政府收入增加230亿美元至2750亿美元，同比升9%；

11月联邦政府开支上升880亿美元至5890亿美元，同比升18%。期内

的利息开支同比增加250亿美元。 美联储自去年3月开始持续加息

以压抑通胀，牵动联邦政府利息开支扳升。11月的利息开支为800

亿美元，超越国防开支的660亿美元，国防开支同比增加80亿美元。

期内，医健保险计划开支同比上升80亿美元，总额为930亿美元；

最大开支项目仍是社会福利支出，达到1220亿美元。 根据报告，

美国规模达26万亿美元联邦政府债务，上月加权平均利息为3.1厘，

去年同月为2.22厘。 10月开始的财政年度首两个月累计，美国财

赤同比增加13%，至3810亿美元。

网址链接：
https://24h.jrj.com.cn/2023/12/13091238748153.shtml
（2023年12月13日 金融界）

1.美国11月财政赤字同比急增26% 创历年同月新高

https://www.chinanews.com/gn/2023/11-11/10110288.shtml


美国11月潜在通胀上升，强化了美联储在短期内维持高利率

的意图。政府数据显示，剔除食品和能源成本的核心消费者价格指

数(CPI)继10月份上涨0.2%后，在11月又上涨了0.3%，同比则增长

了4%。

整体CPI同比增长3.1%符合市场预期，较上月的3.2%有所放缓。

但经济学家认为，核心指标比整体CPI更能反映潜在通胀。

周二的数据突显出让通胀回归正常水平的波动性。虽然物价

压力已从数十年高位大幅回落，但依然强劲的就业市场继续推动消

费者支出和整体经济。

美联储官员周二开始为期两天的会议，预计会议最终将再次

决定维持利率不变。主席鲍威尔可能会重申，他和他的同事们希望

在放松政策之前看到物价增长出现更可持续的回落。

数据公布后，美国国债回吐涨幅，股指期货继续走高，美元

走弱。

最新通胀数据反映了租金、医疗保健和机动车保险的上涨，

二手车价格自5月以来首次上涨。另一方面，服装和家具成本下降。

约占整体CPI指数三分之一的住房价格上涨0.4%，抵消了汽油

价格的下跌。经济学家认为，住房类别的持续放缓是将核心通胀降

至美联储目标的关键。

网址链接：
https://www.zhitongcaijing.com/content/detail/1037105.html
（2023年12月12日 智通财经）

2. 降通胀之路仍然崎岖 美国11月核心CPI环比回升0.3%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10362753.html


    欧盟成员国财政部长8日未能就改革欧盟财政规则达成协议。

欧盟轮值主席国西班牙经济大臣卡尔维尼奥表示，欧盟财长本月可

能再次就这一问题召开会议。

    欧盟财长7日开始就改革欧盟财政规则进行讨论。经过马拉松

式磋商，欧盟财长8日仍未能就共同立场达成一致。以德国为首的

部分国家和以法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在削减赤字方面仍存在不同意

见。德国等国坚持必须确保欧盟成员国加快削减赤字。

    德国财政部长林德纳8日表示，磋商取得一些进展，但在最终

协议的具体数字上仍有许多工作要做。卡尔维尼奥表示，欧盟财长

可能于12月18日开始的一周再次举行会议，争取就改革欧盟财政规

则达成协议。

网址链接：
https://usstock.jrj.com.cn/2023/12/09050038716559.shtml
（2023年12月9日 金融界）

3. 欧盟财政规则改革未能达成协议

https://www.zhitongcaijing.com/content/detail/1023034.html


当地时间8日，欧盟委员会对外宣布，欧盟将在2024年为巴勒

斯坦提供1.25亿欧元的人道主义援助。声明称，这笔资金将通过联

合国人道主义机构、非政府组织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渠道交付，

用于改善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地区的人道局势，满足当地对于水、食

物、医疗保健、住所和卫生设施的基本需求。

网址链接：

https://3w.huanqiu.com/a/24d596/4FgQjIwIrtH
（2023年12月9日 环球网）

4.欧盟将向巴勒斯坦提供1.25亿欧元人道援助

http://m.news.cn/2023-11/06/c_1129959287.htm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2月13日，英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统计数据显示，英国10月份经济增长环比萎缩0.3%，为7月以来首

次下滑，9月为增长0.2%。经济学家之前的预测为下滑0.1%。在截

至10月份的3个月内，英国经济增长环比为零。

　　数据显示，10月份，英国的服务业、制造业和建筑业产

出均显示为萎缩。其中，服务业环比萎缩0.2%，制造业环比萎缩

0.8%，建筑业萎缩0.5%。由于服务业在英国经济的占比较大，服务

业的萎缩成为经济总量萎缩的主要推动力量。

　　12日公布的英国劳动力市场数据显示，英国职位空缺连

续第17个月下降，较峰值下降了近30%。工资增长低于预期，截至

10月的三个月平均每周薪资所得（不包括奖金）同比增长7.3%，低

于截至9月份的三个月7.8%的增长率，这也是截至2021年11月的三

个月以来的最大降幅。

　　12日公布的英国劳动力市场数据显示，英工资增长低于

预期，截至10月的三个月平均每周薪资所得（不包括奖金）同比增

长7.3%，低于截至9月份的三个月7.8%的增长率，这也是截至2021

年11月的三个月以来的最大降幅。

　　以上数据加剧了外界对英国经济陷入长期停滞的担忧。

由于英国央行紧缩行动的影响尚未完全显现，预计今年第四季度经

济充其量只能小幅增长，有些人甚至预测经济将开始轻度衰退。英

国央行预计，明年经济几乎不会增长。彭博经济研究认为，英国经

济已经陷入衰退，并将持续到明年年中。

　　Tickmill　Group分析师哈特表示：“在第三季度零增长

的背景下，10月份的数据是第四季度令人担忧的开始，再次揭示了

英国的衰退风险。接下来更值得关注的将是委员会的前瞻性指引，

以及委员会成员现在是否表示可能在2024年进行降息。”

　　数据公布后，市场目前预计英国央行2024年将降息96个

基点，这是当前周期中预期降息幅度最大的一次。这一结果将使借

贷成本降至4.25%。第一次降息预计最早将在明年6月进行。

　　根据英国银行交易的英镑隔夜指数平均利率（SONIA），

交易员预计到明年年底，利率将从目前的5.25%降至4.28%左右。

网址链接：
http://www.jjckb.cn/2023-12/15/c_1310755443.htm
（2023年12月15日 经济参考报）

5. 英国10月份经济陷入萎缩　降息预期大幅升温

https://www.ithome.com/0/730/935.htm


德国执政联盟13日结束为期数周的谈判，就2024年联邦预算

达成一致。依据联邦政府发布的公告，德国明年将恢复执行因新冠

疫情、能源危机而暂停数年的“债务刹车”，同时以削减气候转型

项目支出的方式应对预算缺口。

新冠疫情暴发后，德国2020年推出一揽子经济纾困计划，暂

停遵循宪法中“债务刹车”条款。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上月裁定，政

府不得将原计划用于应对疫情的600亿欧元应急贷款用作气候转型

项目基金，这导致2024年联邦预算出现170亿欧元缺口。这一裁决

也为执政联盟三党间的预算谈判带来困难。

德国总理朔尔茨13日在记者会上说，这一裁决对政府预算制

定产生“根本性影响”，政府不得不用更少的钱来实现其优先目标。

受此影响，德国“气候与转型基金”今后数年都将受到不同程度削

减，预计到2027年将共计削减450亿欧元。

德国副总理兼经济和气候保护部长哈贝克在记者会上说，为

应对预算缺口并确保气候转型核心项目不受影响，政府将削减对电

动汽车、太阳能等行业的补贴。

网址链接：

http://www.news.cn/2023-12/14/c_1130026653.htm
（2023年12月14日 新华网）

6. 德国将削减气候转型支出填补预算缺口

https://www.zhitongcaijing.com/content/detail/1021687.html


12月12日消息，知情人士称，日本政府支持的投资公司——

产业革新投资机构（JIC）将与大日本印刷和三井化学联手，斥资

超8000亿日元（约合55亿美元）竞购富士通旗下芯片封装公司新光

电气工业。

据悉，该财团最快将于本周宣布其要约收购出价。

网址链接：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10528255.html
（2023年12月12日 界面新闻）

7. 日本政府系基金为首的财团拟斥资近55亿美元竞购富士
通芯片封装子公司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10367618.html


日本政府计划提供为期10年的税收激励措施，以促进包括电

动汽车和半导体设备在内的大规模生产；日本半导体行业的企业每

个财政年度将获得高达20%的公司所得税减免；日本最早将在本周

确定的2024财年税制改革框架中纳入相关措施，并将根据符合条件

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量来确定税收优惠规模；从日本政府获得10年税

收优惠的其他领域包括可持续航空燃料等。

网址链接：

https://24h.jrj.com.cn/2023/12/13050538746632.shtml
（2023年12月13日 金融界）

8.日本政府计划提供税收激励措施 以促进电动汽车和半导
体设备等领域的的大规模生产

http://epaper.legaldaily.com.cn/fzrb/content/20231106/Articel06005GN.htm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周四表示，计划到2030年向私营部门投

资3万亿韩元（合23亿美元），以提高机器人产业的竞争力。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方文奎表示：“政府将努力扩大投

资，创造新的海外机会，使机器人产业成为新的增长动力，同时获

得符合世界标准的技术竞争力。”

通过这笔投资，韩国计划确保机器人产业的八项关键技术，

包括自动化技术。全面的研究路线图预计将于2024年上半年发布。

到2030年，年销售额超过1000亿韩元的机器人企业预计将从

2021年的5家增加到30家。

韩国政府还计划到2030年将服务机器人的数量从目前的6.3万

台增加到70万台。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表示，预计到2030年，韩国机器人产业

规模将从目前的5.6万亿韩元大幅增加到20万亿韩元以上。

网址链接：
https://usstock.jrj.com.cn/2023/12/15054638773863.shtml
（2023年12月15日 金融界）

9.韩国计划2030年向机器人产业投资3万亿韩元

http://www.escn.com.cn/20231106/f5ca785bd7ef4fa3b8719b1e059b0b0d/c.html


韩国公布未来五年规模38万亿韩元（290亿美元）的一揽子计

划，旨在帮助本土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商实现供应链多元化。

据财政部周三发布的电邮公告，韩国总统尹锡悦政府希望提

高包括采矿到回收等在内的本国电池行业的竞争力。

财政部表示，金融扶持将以贷款、信用担保、降低借款利率

和保费的形式进行，用于对北美制造设施投资，以帮助企业获得美

国《降低通胀法案》的税收减免。韩国政府还计划筹集1.5万亿韩

元基金，帮助企业获得矿产并扩大海外生产。

网址链接：
https://usstock.jrj.com.cn/2023/12/13214638758344.shtml
（2023年12月13日 金融界）

10. 韩国公布规模290亿美元电池企业支持计划

https://www.zhitongcaijing.com/content/detail/1020927.html


当地时间12月12日，西班牙新任政府在会议上批准了2024年

的国家总预算法案，包含的总支出达到1991.2亿欧元，创下有统计

以来的新高。这也是西班牙国家总预算法案中包含的支出总额连续

四年创下新高。西政府同时承诺将在明年努力维持公共账户的平稳，

并定下明年起公共赤字低于生产总值的3%的目标。

网址链接：

https://24h.jrj.com.cn/2023/12/12210038744387.shtml
（2023年12月12日 金融界）

11. 西班牙政府批准2024年国家总预算法案

https://www.yangtse.com/zncontent/3343874.html


迪拜成立财富基金“迪拜投资基金”（DIF），以驱动对那些

具有战略重要意义的项目的投资。该基金的资产管理规模为数十亿

美元，将投资政府基金、财政盈余、境内/国际基本储备。该基金

将拥有成立公司和投资基金、持股或并购公司的能力。

网址链接：
https://www.cls.cn/detail/1541178
（2023年12月12日 财联社）

12.迪拜成立财富基金

http://www.sxcoal.com/news/4688376/info


阿根廷新任经济部长路易斯·卡普托12日公布一系列经济政

策，旨在减少财政赤字、控制通货膨胀。

　　卡普托当天发表视频讲话说，阿根廷当前面临通胀等经

济问题，根源在于财政赤字过大。新政府将推出一系列政策减少财

政赤字，包括将政府部门由18个减少至9个、降低政府对能源和交

通的补贴、停止新建公共工程招标等。

　　他还表示，新政府将把阿根廷比索官方汇率从1美元兑换

约400阿根廷比索贬值至1美元兑换800阿根廷比索，并放松进口管

制。

　　阿根廷新总统米莱10日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宣誓就职，

正式开启为期4年的总统任期。阿根廷新一届政府也在同日正式就

职。

　　阿根廷当前面临严重通胀。据阿根廷国家统计与人口普

查研究所公布的数据，阿根廷今年前10个月累计通胀率达120%。阿

根廷中央银行11月发布报告，预计2023年该国通胀率将达185%。

网址链接：

http://www.news.cn/2023-12/13/c_1130024044.htm
（2023年12月13日 新华网）

13. 阿根廷新政府推出经济政策控制通胀

https://usstock.jrj.com.cn/2023/11/09232338348737.shtml


印尼政府12月13日公布修订后的电动汽车制造激励政策。根

据新政策，承诺在当地建厂的电动汽车生产商将获得包括进口税减

免、奢侈品销售税减免和地区税减免在内的激励措施。激励措施将

根据汽车制造商的工厂建设情况、投资额和到2025年底的产量提升

情况而定。如果有汽车制造商违反承诺，印尼政府将对其实施与奖

励金额相等的制裁。

网址链接：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10531898.html
（2023年12月13日 界面新闻）

14.印尼政府公布新版激励政策，欲吸引电动汽车厂商赴当
地建厂

https://www.seetao.com/details/226836.html


据《以色列时报》消息，当地时间10日，以色列政府批准了

一项耗资180亿新谢克尔（约合48.6亿美元）、为期5年的重建计划，

用于恢复和重建自10月7日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南部与加

沙地带毗邻而遭受破坏的地区。

据悉，该计划将于100天内正式发布，实施期限为2024年至

2028年。

网址链接：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10517830.html
（2023年12月11日 界面新闻）

15.以色列政府批准一项重建该国南部与加沙地带边境地区
的计划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1033970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