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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要闻

1. 2022年国债发行近9.7万亿元 专家预计2023年发行规模

或适度扩大

2. 多只超800亿，年初国债发行放量，一季度债券供给压力

或增加

3. 2023前瞻｜地方债回顾及展望：2022年的十大事件与

2023年的四大趋势

4. 扩容创新稳增长 发展注重高质量——2022年地方政府债

券发展情况综述

5. 地方债发行再提前 财政稳经济 新年早加力

6. 首季专项债拟发规模近万亿 “早发快用”引领基建投资

7. PPP模式在农业基础设施领域应用前景广阔

8. 三轮地方债置换回顾：“有序开展地方政府债务置换”

如何理解？

9. 国资委要求密切关注地方融资平台风险，做好房地产等

领域风险防控



10.化解隐性债务风险成今年重点，财政金融合力出招

11.本轮经济周期或已见底

12.内需加速恢复、宏观政策加力 2023年中国经济能否春暖

花开？

13.益阳市两大城投平台涉不实化债，引发债券圈关注，他们

究竟负债几何？

14.广东深圳福田区：先行示范高质量打造全省首个现代化环

卫PPP项目

15.安徽马鞍山多渠道筹措资金 扎实做好政府投资项目建设

一、国内要闻



二、国际要闻

1. 美国12月通胀回落至6.5%，美联储或将放缓加息步伐

2. 德国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9%

3. 欧盟批准11亿欧元对丹麦援助计划

4. 欧洲投资银行宣布向欧洲卫星公司提供3亿欧元贷款

5. 日本央行宣布计划外购债操作，拟购买1.4万亿日元1-25

年期国债

6. 日本将投3000亿日元 增设大学理工农科院系250个

7. 西班牙拨款1.5亿欧元支持共享储能，涵盖储能项目投资

成本的40-65%

8. 韩财政部绿皮书：经济增速放缓担忧加剧

9. 韩国巨头「Kakao娱乐」获沙特，新加坡主权基金近10亿

美元投资，发力网漫网络小说



10.俄罗斯财长：2022年俄财政收入约28万亿卢布 预算赤字

3.3万亿卢布

11.阿根廷去年12月CPI同比上涨94.8%，31年以来最高

12.巴西2022年通胀率为5.79% 连续四年超目标上限

13.哈萨克斯坦2022年GDP增长3.1%

14.非洲国家2023年吸引外资以能源和矿产为主

15.世行：尼本财年经济增长率预计为5.1%

二、国际要闻



国内要闻



2022年国债发行规模大幅增长，东方财富Choice数据统计显

示，2022年全年国债发行规模达96916.97亿元，同比增长42.6%。
专家预计2023年国债发行规模会适度扩大。

1月6日，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储蓄国债发行额度管

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表示，储蓄国债承销团成员（以下
简称“承销团成员”）应当在获得的发行额度内销售储蓄国债。

《办法》显示，储蓄国债（电子式）发行额度分为基本代销

额度和机动代销额度。发行开始前，财政部会同中国人民银行根据
发行通知规定，将当期储蓄国债（电子式）计划最大发行额的70%

作为基本代销额度，按照各承销团成员基本代销额度比例分配给承

销团成员；其余30%发行额度作为机动代销额度在发行期内供各承

销团成员抓取；对储蓄国债（凭证式）发行额度管理，《办法》规

定，发行开始前，财政部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将当期储蓄国债（凭证

式）计划最大发行额按发行通知中规定的代销额度分配比例分配给
承销团成员。

中国财政学会绩效管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张依群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通过基本代销和机动代销两种方式有效简化储蓄国
债发行程序，一方面可以避免储蓄国债发行主体间的恶性竞争，代

销额度相对稳定，既有助于维护承销团基本利益，也有助于调动承

销团参与竞争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可以有效规范储蓄国债代销
行为，提高代销安全性和效率。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锋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由于国债具有安全稳健特点，同时收益率也保持了一
定的竞争性，因此，近年来广大投资者对于国债特别是储蓄国债一

直保持了较高的投资热情。各承销代理机构的销售积极性也很高，

但是客观上可能会造成储蓄国债的超发问题。此次《办法》的发布，
有助于规范各承销团成员的承销行为，从而更好地保护广大投资者

的合法权益，有效控制国债发行风险。

展望2023年国债发行，白彦锋表示，国债的发行额度需要考
虑到期偿付和新增发行等因素。预计2023年国债发行规模会适度扩

大，这不仅可以优化我国政府债券结构。还能降低政府债务筹资成

本和风险。

1. 2022年国债发行近9.7万亿元 专家预计2023年发行规
模或适度扩大



“同时，为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2023年我国积极财政政策

要加力增效。在一般性公共预算收支矛盾比较突出的背景下，适度
扩大国债发行规模，既是宏观调控、积极财政政策加力增效的需要，

也是改善我国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降低金融系统性风险的需要。”

白彦锋表示，此外，近年来，中国国债对于国际投资者更具吸引力。
2023年适度扩大国债发行规模，也有助于扩大我国经济国际影响力、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张依群认为，2023年我国国债发行规模主要受积极财政政策和
到期还本付息影响，在政府投资政策力度不减和稳经济调控政策引

导下，加上地方政府债务负担日益加重，财政还本付息压力不断增

大，国债会发挥更加重要作用并弥补债券市场的资本缺失，预计发

行规模会比上年有所增长，但增速会适当放缓，以保证政府债券和

市场需求之间的平衡。

网址链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4498274494524709

（2023年1月9日 证券日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4498274494524709


2023年开年以来，国债发行量同比大幅上升。财联社梳理，

截至目前，已发行8期国债4510亿元，其中有4只超800亿。Wind数
据显示，1月18日还有三期国债招标，规模分别为230亿、850亿、

840亿。

Wind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1月13日，本月已经发行4期附息
国债和4期贴现国债，期限从28天到7年不等。从规模来看，8期国

债规模为4510亿元，其中已有4期单只规模超过800亿。

据财政部此前公布的一季度发行计划，2023年一季度拟发行
记账式附息国债22期，其中1月7期、2月7期、3月8期；拟发行记账

式贴现国债18期，其中1月4期、2月7期、3月7期；拟发行储蓄国债

2期，均于3月发行。同比来看，今年1月国债发行量较此前大幅增

加。与过去同期相比，2022年1月国债发行量为4660亿元，2021年1

月国债发行量为5740亿元。

中信证券表示，历年 1 月都并非国债的发行大月，因为人大
会议尚未审议批准财政部当年的预算安排；然而今年年初国债就有

所放量，从这一势头来看，后续国债供给力度很可能超出市场预期。

国债发行增大将提振投资者对于经济修复的预期，同时也会抽离银
行间市场的部分资金，挤占金融机构对其他券种的配置规模，在供

给增加但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利率面临一定的压力。

地方债方面也有类似情况，东北证券(000686)表示，截至1月
4日，已有17个省市披露2023年一季度的地方政府债发行计划，总

规模达到1.18万亿，与2022年一季度这17个省市的发行计划相比，

总规模提升约3350亿元。如果考虑未披露发行计划的省份，预计总
规模的提升幅度还会更大。东北证券推测，2023年一季度的地方债

供给少则2.15万亿，多则2.56万亿，相较于2022年一季度，今年的

债券供给压力明显增加。

网址链接：

http://bond.hexun.com/2023-01-

13/207641540.html?ivk_sa=1023197a

（2023年1月13日 财联社）

2.多只超800亿，年初国债发行放量，一季度债券供给压力
或增加

http://bond.hexun.com/2023-01-13/207641540.html?ivk_sa=1023197a


一．2022年回顾

1.地方政府债务率超过警戒线
事件：Wind数据显示，2022年地方债发行总计7.35万亿，年

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超过35万亿。

2. “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长效机制”建立
事件：2022年4月19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

五次会议指出，要压实地方各级政府风险防控责任，完善防范化解

隐性债务风险长效机制，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从严查处违法违
规举债融资行为。

3.财政部两度公布违规举债案例，隐性债务管控从严

事件：2022年5月，财政部公布《关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责

典型案例的通报》。7月，财政部公布《关于融资平台公司违法违

规融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责典型案例的通报》。

4.隐性债务化解三分之一，广东等地率先清零
事件：2022年1月20日，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表示，2021年实

施新一轮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率先开展全省全域无隐性债务试点、

如期实现“清零”目标。
5.地方债反腐深入推进，融资中介的资金生意被“斩断”

事件：2022年3月，十四届江苏省委第一轮巡视动员部署会在

南京召开，部署对22个县市区开展常规巡视。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
是，要聚焦政府隐性债务防范化解情况，重点关注融资成本、融资

中介、盲目投资和虚假化债。

6.地方债发行换锚暂时“遇挫”
事件：广东省于2022年11月15日发行再融资债券103亿元。根

据发行文件，本次发行将首次参考“财政部-中国地方政府债券收

益率曲线”设置投标区间。
7.7400亿金融工具横空出世，基建投资恢复高增

事件：2022年6月29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运用政策

性、开发性金融工具，通过发行金融债券等筹资3000亿元，用于补
充包括新型基础设施在内的重大项目资本金、但不超过全部资本金

的50%，或为专项债项目资本金搭桥。

3. 2023前瞻｜地方债回顾及展望：2022年的十大事件与
2023年的四大趋势



8.遵义道桥156亿债务展期20年，模式或难大范围铺开

事件：2022年12月30日，遵义道桥发布《关于推进银行贷款
重组事项的公告》，根据公告，遵义道桥155.94亿元银行贷款重组

后期限调整为20年，利率调整为3%/年～4.5%/年，前10年仅付息不

还本，后10年分期还本。
9.兰州建投全年刚兑债券146亿，城投信仰进一步强化

事件：预警通数据显示，2022年兰州建投（包括下辖兰州城

投）一共刚兑了19只债券，规模合计146亿。
10.城投债净融资规模腰斩

事件：Wind数据显示，2022年城投债发行规模约4.8万亿，同

比下降14%；净融资1.1万亿，同比下降52%。

二．2023年展望

1.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有望创历史新高

2.城投债券的兑付仍有保障
3.地方债强化合并监管，发行再融资债券置换隐性债务仍有

可能

4.融资平台转型会成为政策重点

网站链接：

http://www.21jingji.com/article/20230113/herald/e7f6433498
d6255bc530c582410142be.html

（2023年1月13日 21世纪经济报道）

http://www.21jingji.com/article/20230113/herald/e7f6433498d6255bc530c582410142be.html


新增限额与盘活存量齐发力，发行规模创历史新高。

稳增长压力下，全年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限额4.37万亿元，其
中新增专项债额度3.65万亿元（与2021年持平），充足的资金供应

为“六稳”“六保”、基建投资提供了重要支撑。同时，在“政策

发力适当靠前”要求下，新增专项债发行进度较往年进一步加快，
3.45万亿元用于项目建设的专项债于6月底前基本发行完毕、8月底

前基本使用完毕。此后，为接续助力四季度基建投资，政策部署依

法盘活地方2019年以来结存的5000多亿元专项债限额，并于11月基
本完成发行，有力支撑年末及跨年度经济增长。

投向领域拓宽且更加精准，力图精准扩大有效投资。

在内外超预期冲击下，2022年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

地方债尤其是专项债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抓手，继续以投向创新适

应发展阶段变化及主要矛盾转变，支持领域进一步拓宽。在前期确

定的9大领域基础上，新纳入消费、新基建、新能源领域，更加精
准匹配有效投资需求。

逐步探索发行定价基准转换，合理反映区域与项目差异。

2022年3月，“财政部-中国地方政府债券收益率曲线”正式
发布。2022年11月，广东省发行的2只地方债首次采用该收益率曲

线作为定价基准，这是继2021年6月以来地方债发行利差突破“同

期限国债加点25BP”隐性限制后的又一重大市场化突破。新基准实
施后，地方债投标标位区间下限将整体下降，定价空间将进一步加

大，发行利率将更合理地反映地区信用差异。。

地方债国际化持续推进，离岸地方债市场加速扩容创新。
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在此背景下，离岸人民币地方债市场持续扩容创新。继2021年10月

深圳、广东离岸人民币地方债首发后，2022年11月迎来新一轮发行，
发行人包括海南、广东、深圳三地政府。截至2022年12月底，我国

离岸人民币地方债已达11只、规模192亿元，侧重投向可持续发展

领域，涵盖绿色债券、蓝色债券等创新品种。

网址链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4096711099573417&wfr=spi

der&for=pc

（2023年1月4日 中国经营报）

4.扩容创新稳增长 发展注重高质量——2022年地方政府债
券发展情况综述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4096711099573417&wfr=spider&for=pc


在专项债投资拉动上加力，注重总量与质量的平衡

总体来看，在2022年稳增长压力持续加大的背景下，地方债
兼顾总量扩容与机制创新，在稳定经济增长、优化资源配置、推进

债市开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地方债快速发展的同时仍

面临一定问题，“债务—资产”转化效率亟待进一步提升，例如项
目资金闲置或未按用途使用、项目收益偏低且面临下滑风险、偿债

保障机制尚待建立健全、配套市场基础设施亟待细化完善等。未来，

在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的目标下，财政部门将在专项债投资拉
动上加力，合理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适当扩大投向领域和

用作资本金范围，持续形成投资拉动力。同时，更加注重地方债存

量与增量的平衡、总量与质量的平衡，开启地方债更高质量发展的

新征程。

网站链接：
https://h5.newaircloud.com/detailArticle/20915780_44458_zg

cjb.html

（2023年1月10日 中国财经报）

https://h5.newaircloud.com/detailArticle/20915780_44458_zgcjb.html


财政部部长刘昆近日表示，将指导地方做好专项债券项目储

备和前期工作，进一步提高项目储备质量，优先支持成熟度高的项
目和在建项目。加强项目实施进度跟踪，对专项债资金下达项目单

位后一年仍未实际支出的，调整用于其他项目或者收回，尽快形成

实物工作量。
与此同时，专项债投向领域和用作资本金范围也有望继续扩

大，为重点领域提供资金保障。国家发改委社会司司长欧晓理日前

介绍，发改委将优质职业教育项目纳入专项债储备范围，鼓励引导
地方政府安排专项债支持职业教育基础设施建设。

在支出端保持强度、加快进度的同时，优化支出结构则是财

政政策“提效”的关键。元旦前召开的2022年全国财政工作视频会

议提出，坚持有保有压，积极支持科技攻关、乡村振兴、区域重大

战略、教育、基本民生、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从严控制一般性支

出，不断提高支出效率。“尤其是在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领
域，政府维持必要的支出强度，可有效减轻低收入家庭相关支出压

力，平衡区域间、家庭间收入差异。”光大证券首席宏观经济学家

高瑞东认为。
近期多地召开的财政工作会议根据当地具体情况明确了财政

支出重点。例如，福建省提出，用好特色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

推动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保障生态环保投入，
完成九龙江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工程建设。四川省

提出，发展卫生健康事业，优化救助福利体系，提升应急保障能力，

启动实施财政支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重点工程。

网址链接：

https://h5.newaircloud.com/detailArticle/20907973_44458_zgcjb.h

tml

（2023年1月9日 中国证券报·中证网）

5. 地方债发行再提前 财政稳经济 新年早加力

https://h5.newaircloud.com/detailArticle/20907973_44458_zgcjb.html


从新年伊始的发行工作看，今年专项债延续去年靠前发力的

节奏。回顾2022年一季度，专项债自1月13日“开闸”后密集发行，
并在当季新增专项债累计发行12980亿元。在重大项目批量开工和

专项债靠前发力的支持下，2022年一季度全国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

速达8.5%。
对于今年的专项债发行工作，财政部部长刘昆日前已明确表

态，2023年将适量扩大专项债券资金投向领域和用作资本金范围，

持续形成实物工作量和投资拉动力，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
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2023年重点任

务。目前来看，年初支撑基建投资的资金与项目都有保障。各地不

仅积极开展专项债发行工作，还在推动重大项目密集开工。据证券

时报记者此前统计，仅在新年首个工作周，各地宣布一季度集中开

工的项目总投资额就已超过1.6万亿元。

除了加大资金投放，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同样重要。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冯俏彬表示，在实际工作中，专

项债资金“钱等项目”的问题依然突出，地方政府资金可用作专项

债项目资本金的来源和数量都不足。“今年专项债不仅要加力，还
要提效。”

冯俏彬建议，加快专项债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物工作量。

针对专项债项目资本金问题，可考虑加快下达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
具，为项目资本金搭桥，或是增加预算内投资，扩大项目资金来源

等措施。

网址链接：

https://h5.newaircloud.com/detailArticle/20932004_44458_zgcjb.h

tml

（2023年1月12日 证券时报）

6. 首季专项债拟发规模近万亿 “早发快用”引领基建投
资

https://h5.newaircloud.com/detailArticle/20932004_44458_zgcjb.html


“十三五”期间，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幅增
加，约3.4万亿元，完成了8亿亩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高标
准农田建设任务；“十四五”期间，随着粮食安全战略和
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必将迎来更大发
展。

新的形势要求进一步创新农业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机制，为

推进基础设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并且有如下优势。
一是政策支持多。近期，国家发改委、农业农村部等多部委

多次发文，鼓励采用PPP等模式，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二是发展空间大。据统计，财政部PPP在库项目中，农业类

PPP项目仅89个，仅占总量的不到1%。说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PPP项

目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三是运营效率高。在社会资本参与的大中型灌区、高标准农
田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中，由于引入社会资本参与项目运营，提升

了运营效益，延长了工程寿命，更好地发挥了工程效益。

鉴于此，建议加快引入社会资本以推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首先，加大农业PPP项目的融资支持。一是加快设立农业PPP

项目担保基金；二是引入中国PPP基金参与农业项目投资，增加社

会资本的退出渠道。
其次，推动农业PPP项目的实施。一是引导社会资本在农业基

础设施重点领域与政府开展合作；二是对适宜采取PPP模式的部分

乡村振兴项目，推荐并进行评审论证，推动复制、推广，择优列为
农业PPP示范项目。

最后，缩短农业PPP项目落地时间。对于前期论证清晰，符合

相关政策的农业PPP项目，应作为各级政府基建重大重点项目，缩
短项目方案编制和审核时间，加快项目落地。

网址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vttoPzkEx-DKn-JC3l5sGg

（2023年1月12日 国家PPP公众号）

7. PPP模式在农业基础设施领域应用前景广阔

https://mp.weixin.qq.com/s/vttoPzkEx-DKn-JC3l5sGg


1月7日，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就金融服

务实体经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接受中央媒体采访。
在采访中，郭树清表示，将积极配合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风险。督促金融机构增强风险管理能力。有序开展地方政府债务置

换，推动优化债务期限结构，降低利率负担。
时值遵义道桥156亿银行贷款成功展期降息，前述表态引起市

场广泛。那么，“有序开展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如何理解？

这可能需要回顾地方债的三轮置换：一是地方政府债券置换
非政府债券形式的政府债务，二是隐性债务置换隐性债务，三是

再融资债券置换隐性债务。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认为，郭树清所指

置换可能指向第二类，而如能置换2017年7月14日以后形成的隐性

债务则是一个突破。

2014年是中国地方债务改革的制度设计年。当年8月，新修订

的预算法获得通过，地方政府获得了发债资格，但发债额度仍由中
央统一管理。同年10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

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市场称43号文）。43号文

构建了中国地方债管理的基本框架，时至今日仍是影响地方债市场
最重要的文件。

43号文既对增量部分“开前门”，又对存量部分采取“置换”

的办法，以帮助地方政府减轻债务压力。但置换的前提是要分清楚，
哪些债务是可以置换的。于是，在审计署进行了两轮审计之后，财

政部开始在2014年四季度摸底地方债务情况，并进行清理甄别。

这一轮债务置换的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债务主体不变，均
是地方政府；二是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不变，只是债务形式发生变化，

某种形式上可视为地方政府债务的“非标转标”。三是所置换的债

务形成时间需在2014年12月31日前。

8.三轮地方债置换回顾：“有序开展地方政府债务置换”
如何理解？



2018年10月国办发〔2018〕101号文下发后，商业银行参与了

隐性债务置换。101号文提出，在不增加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的
前提下，对存量隐性债务难以偿还的，允许融资平台公司在与金融

机构协商的基础上采取适当展期、债务重组等方式维持资金周转。

多位银行人士反馈，所置换的隐性债务要求对应具体项目且
原有存量债务发生时间需在2017年7月14日第五次金融工作会议召

开之前。此外，要求原项目财务可持续。置换方式包括贷款置换贷

款、贷款置换非标、信用债置换非标等。
此次隐性债务置换有以下特点：一是市场化，由债务主体和

金融机构自主协商；二是债务主体不变，债务人不发生变更；三是

隐性债务形成时间在2017年7月14日第五次金融工作会议召开之前。

四是隐性债务余额保持不变，即通过借新还旧的方式化解隐性债务

会被认定为化债不实。

再融资债券是地方政府债券的一种类型，此前主要用于偿还
到期地方政府债券本金。而与以往用于偿还债券本金并标注偿还哪

一只地方政府债券不同，2020年12月以来，部分再融资债券用途只

是模糊表述为“用于偿还存量债务”。这类再融资债券也被市场称
为特殊再融资债券，实际用途一般用于偿还隐性债务。

特殊再融资债券分为两类：一类用于建制县区隐性债务风险

化解试点，主要帮助高风险地区化债。2021年9月13日，贵州33亿
元特殊再融资债发行完毕后，用于建制县区隐性债务风险化解试点

的特殊再融资债券发行完毕，规模合计6128亿。

另一类用于全域无隐性债务试点，主要奖励债务管控好的地
区，目前广东省、深圳市、北京市、上海市四地发行该类债券5042

亿，专项用于偿还存量债务。市场分析认为，该批特殊再融资债券

与当地提出的“全域无隐性债务试点工作正式启动”有关，将助力
当地隐性债务清零。

网站链接：
http://www.21jingji.com/article/20230109/herald/a977ce3c1d

78d9f89d6446b11e9ab75d.html

（2023年1月9日 21世纪经济报道）

http://www.21jingji.com/article/20230109/herald/a977ce3c1d78d9f89d6446b11e9ab75d.html


1月12日，国务院国资委召开地方国资委负责人会议，总结

2022年国资国企工作，明确2023年重点任务。
会议提出了今年地方国资国企工作七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包

括推动提质增效稳增长、抓好新一轮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加大

国企科技创新工作力度、推进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加快
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增强国有资产监管

效能。

在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方面，会议要求，密切关注地方融
资平台风险，做好债务、房地产、金融、投资、安全环保等重点领

域风险防控，加快健全风险监测防控工作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重

大风险的底线。

浙商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超表示，从目前情况看，房地产债

务与地方城投平台隐性债务是我国存在系统性风险隐患的两大领域，

当下房地产债务风险仍在风险释放阶段，且对地方政府、地方金融
机构等存在一定的潜在冲击，房地产债务风险仍存和房地产业还未

进入平稳发展阶段时，需避免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出现风险，避免风

险交叉传染进而防范系统性风险。因此政府加杠杆空间将一定程度
上受到防范系统性风险限制。

财政部部长刘昆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规范管理地方

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是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重要内容。将进一
步打破政府兜底预期，分类推进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推动形

成政府和企业界限清晰、责任明确、风险可控的良性机制，促进财

政可持续发展。
李超认为，未来应通过逐步分离、减少地方政府的部分事权，

让国企、央企通过市场化方式参与更多优质项目，是平稳地方政府

债务规模的一个合适选择，准财政工具也自然成为替代财政工具发
力的合适选择。

网址链接：
https://www.yicai.com/news/101649396.html

（2023年1月13日 第一财经）

9.国资委要求密切关注地方融资平台风险，做好房地产等
领域风险防控

https://www.yicai.com/news/101649396.html


财政部明确，今年继续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尤

其是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治理。刘昆在采访中强调下一步打
破政府兜底预期，分类推进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

上述表态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的专家看来，今年隐性债务监

管将维持高压态势，在遏制新增隐性债务的同时，也会适度通过展
期、降息乃至置换等方式，缓释隐性债务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

风险的底线。

刘昆近日在上述采访中介绍，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是
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重要内容。而这包括严禁新设融资平台公

司；严禁与地方政府信用挂钩；妥善处理融资平台公司债务和资产，

剥离其政府融资职能，防止地方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平台化”。

除了在投资端强化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监管外，融资端

金融机构能否不违法违规提供融资，也成为遏制隐性债务增长的一

大关键。
“金融机构去给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提供融资时，不能将它与

政府信用挂钩，而是基于平台本身信用风险来判断是否提供市场化

融资。这也需要金融监管部门去强化管理。”罗志恒说。
刘昆强调，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打破政府兜底预期，分类

推进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推动形成政府和企业界限清晰、责

任明确、风险可控的良性机制，促进财政可持续发展。

网址链接：
https://www.yicai.com/news/101646984.html

（2023年 1月11日 第一财经）

10. 化解隐性债务风险成今年重点，财政金融合力出招

https://www.yicai.com/news/101646984.html


2022年最后一天，国家统计局发布了当年12月份PMI数据，无

论是制造业还是非制造业，均降至年内新低。但随着疫情高峰期逐
渐过去，以及各项稳增长政策效应持续显现，本轮经济周期或已见

底，经济随之进入复苏通道。

2022年12月份，官方制造业PMI为47.0%，较上月回落1.0个百
分点，刷新年内低点，且表现为供需两弱。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

降幅更大，较上月回落5.1个百分点至41.6%，同样刷新年内新低，

其中服务业回落5.7个百分点至39.4%，建筑业回落1.0个百分点至
54.4%。

当月PMI收缩幅度加大，应同防控政策优化调整后的疫情蔓延

密不可分。12月7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

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在疫情防控政策优化之后，

短期内感染人数迅速冲高，居民生活半径被动收窄，到岗人数明显

减少，从而加大经济下行力度。
不过，PMI中也有一些向好指标：一是12月原材料库存指数上

升了0.4个百分点至47.1%，企业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补库存迹象；

二是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预期上升2.0个百分点至51.9%，重
新回到扩张区间，表明企业预期向好；三是航空运输业商务活动指

数升至60%以上高位景气区间，已经从疫情中康复的人群正在释放

旅行需求；四是制造业动能指标（制造业新订单—产成品库存）为
-2.7，低于上月的-1.7，但好于4月的-7.7。随着经济进入恢复性

复苏阶段，预计增长动能有望蓄积。

网址链接：

https://h5.newaircloud.com/newsepaper/detail/10257_124603_15

21149_20930997_zgcjb.html

（2023年1月12日 中国财经报）

11.本轮经济周期或已见底

https://h5.newaircloud.com/newsepaper/detail/10257_124603_1521149_20930997_zgcjb.html


“展望2023年，中国的内需将加快恢复步伐，宏观政策也将

加大力度。”1月12日，植信投资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在发布
2023年宏观经济展望报告时表示，2023年我国资本市场的利好因素

较多，市场上涨的动力相对较强，但仍需警惕海外局势动荡对市场

的影响，注意防控波动风险。
根据植信投资研究院发布的《2023年中国经济：春暖花开还

是乍暖还寒？》报告的预测显示，今年世界经济可能陷入滞胀，全

球通胀压力犹存。这将改变2022年外部环境对我国的影响主要集中
在汇率和资本流动等资本金融领域的状态，而更多地体现在外部需

求走弱影响出口方面。

连平指出，2023年全球通胀压力犹存。紧缩货币政策的滞后

效应、全球供应链部分修复、全球能源食品价格回落、强势美元的

阶段性高位已过和2022年高通胀基数等五方面因素，使得2023年全

球通胀表现出逐季走弱态势。
报告显示，2023年，主要发达经济体都将面临较大增长下行

压力，美国经济可能于二季度开始出现同比负增长，欧洲经济面临

三重压力，日本经济衰退概率也正在上升。经济下行可能使得金融
风险加速暴露，主要可能体现在四个方面：高利率下美欧高债务存

量导致偿债压力和融资成本猛增、资本流动与汇率波动加剧、小型

金融机构不稳定和个别新兴市场国家发生主权债务危机。
“随着2023年美国通胀和经济增长形势的变化，美联储可能

不得不调整当前的货币政策思路。”连平认为，通胀较高需要继续

执行紧缩政策，但前期紧缩政策对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将滞后显现，
经济增长大幅下行，以及失业恶化又需要宽货币支持。2023年美联

储货币政策可能处于左右摇摆之中。

网址链接：

https://h5.newaircloud.com/newsepaper/detail/10257_124243_15

18185_20886222_zgcjb.html

（2023年1月5日 中国财经报）

12.内需加速恢复、宏观政策加力 2023年中国经济能否春
暖花开？

https://h5.newaircloud.com/newsepaper/detail/10257_124243_1518185_20886222_zgcjb.html


此外，报告显示，2023年全球能源紧供给格局依然存在，但

较2022年边际改善。国内动力煤、国际原油及欧美天然气的紧供给
格局均有望缓解，驱使能源价格中枢下移。2023年美元指数回落但

整体仍将处在相对高位；人民币汇率在双向波动中可能有一定幅度

的升值；欧元整体运行偏弱；日元汇率有望扭转前期颓势。
“2023年经济增长目标可能设定为不低于5%，这样既向潜在

增长水平修复，也有可行性，又不至于对政策提出过高的要求，同

时也能符合远景目标进度的要求。”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
院院长连平，在国际环境极为严峻、压力持续增大的条件下，避免

经济增速过低甚至失速，保持平稳适度的增长是十分必要的。

在连平看来，这需要积极财政政策进一步加力提效。2023年

将继续加大财政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2023年我国的赤字率可

能安排在3.2%上下水平，进一步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地方政府专项

债发行规模与2021年和2022年不相上下，保持较高增长水平的转移
支付，加快财力下沉。2023年我国政府债务水平和宏观杠杆水平仍

处在良好状态，继续推行较有力的积极财政政策具有可靠的基础和

条件，中央政府有条件适当加杠杆。

网站链接：

http://news.hexun.com/2023-01-12/207635746.html

（2023年1月12日 新京报）

http://news.hexun.com/2023-01-12/207635746.html


近日，湖南再现隐性债务问责案例。

2023年1月3日，益阳市人民政府官网对益阳市城投集团有限
公司（下称“益阳市城投集团”）、益阳市交投集团有限公司（下

称“益阳市交投集团”）4笔不实化债隐性债务问责结果进行公开。

据媒体公开报道，益阳市城投集团用土地出让收入于2020年7
月化解一笔光大银行贷款，金额为1800万元，在财政部湖南监管局

核查时，认为偿债资金源于公司资金池，被认定为借新还旧未关联。

益阳市城投集团2020年5月通过益阳高新区发展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收购公司名下省中小担保公司股权的收益，化解国家开发银行

益阳市兴业棚户区改造项目贷款1000万元，在财政部湖南监管局核

查时，被认定为经营性收入不合规。

益阳市交投集团2020年11月用金桥广场房地产项目收入化解

银行隐性债务，金额1950万元，在财政部湖南监管局核查时，认为

金桥广场房地产项目收益不能覆盖本息。
益阳市交投集团2021年6月用金桥广场房地产项目收入化解银

行隐性债务，金额500万元，在财政部湖南监管局核查时，认为金

桥广场房地产项目收益不能覆盖本息。
益阳市城投集团与益阳市交投集团为益阳市主要的城投平台，

此次被点名曝光，究竟负债几何？

2020年11月，广发证券对湖南省127家城投平台数据分析发现，
从债务率（发债城投有息债务/一般预算收入）来看，长株潭地区

和洞庭湖地区债务率整体较高。其中洞庭湖地区的常德市、岳阳市

2019年债务率均在700%以上；益阳市相对较低，为433%。湘西地区
中，湘西州仅为142%，为湖南省最低。

益阳市交投集团是益阳市主要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重

要的高速公路运营主体，根据联合资信出具的2022年评级报告称，
公司资产流动性较弱、路桥回购业务回款仍较差、高速公路运营仍

亏损严重以及盈利能力一般等因素可能对其信用水平带来不利影响。

13.益阳市两大城投平台涉不实化债，引发债券圈关注，他
们究竟负债几何？



其中，益阳市交投集团运营的益阳市南线高速公路通行费收

入规模小，无法覆盖该项目贷款的利息支出，叠加较大规模折旧，
整体仍亏损严重。

评级报告显示，益阳市交投集团整体债务负担一般，公司未

来存在一定集中偿债压力。公司2019—2022年3月的负债总额分别
为62.39亿元、69.36亿元、69.69亿元、74.89亿元，资产负债率分

别为50.70%、51.36%、50.93%、52.56%。

益阳市城投集团的或有负债风险也不容忽视。联合资信出具
的益阳市城投集团的2022年评级报告显示，公司存在一定的资金支

出压力，资产流动性有待进一步改善，面临一定的或有负债风险和

集中兑付压力等因素可能给其信用水平带来不利影响。

其中，截至2021年底，益阳市城投集团对外担保余额41.85亿

元，担保比率28.93%，对外担保规模较大，面临一定的或有负债风

险。截至2021年底，公司短期债务47.40亿元，将于2022年面临集
中兑付压力。

信用评级机构中诚信国际评级报告显示，2019—2022年3月益

阳市城投集团总负债分别为120.84亿元、117.58亿元、148.28亿元、
144.09亿元，资产负债率分别为46.32%、45.04%、50.62%、49.73%。

中诚信国际出具的2022年益阳市城投集团评级报告称，关注

到公司土地开发业务因结算进度缓慢收入规模较小；资产流动性有
待进一步加强；债务集中到期偿付压力较大；面临一定的资本支出

压力；面临一定的或有负债风险等因素对公司经营及信用状况造成

的影响。

网址链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4897142055751061&wfr=spi

der&for=pc

（2023年1月13日 中国经济周刊）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4897142055751061&wfr=spider&for=pc


福田区先行示范高质量打造全省首个现代化环卫PPP项目

——深圳市福田区政府环卫服务PPP项目案例介绍
一、项目背景情况

1.项目名称

深圳市福田区政府环卫服务PPP项目（福田街道、南园街道、
滨河路、滨海路福田段）

2.服务区域

本项目位于福田区福田街道、南园街道、滨河路、滨海路福
田段。

行业类型：环卫城市公共服务

实施机构：深圳市福田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中标社会资本：长沙中联重科环境产业有限公司

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股权结构：项目公司由社会资本独资设立
运作方式：采用 ROT（改造-运营-移交）模式，对原有存量

环卫基础设施进行改造。

回报机制：政府付费
项目产出：项目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内容主要包括：

在项目建设期对合作区域范围内的部分现有社区公园公厕等

环卫基础设施进行提标改造；垃圾分类前端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垃
圾分类设施建设和维护，前端分类收集垃圾桶配置，配合第三方垃

圾分类运营商的中端运输、后端垃圾分类处置工作；新增、运维和

更新清扫保洁环卫车辆设施设备、垃圾转运车辆设施设备；项目服
务范围内的城市道路、城中村、市政公厕、绿化带、社区公园等公

共场所以及其上市政设施的清扫、保洁服务；项目服务范围内的生

活垃圾收集、运输至垃圾转运站，经压缩后转运至政府指定的末端
处置场所；垃圾转运站、市政公厕、垃圾收集点、社区公园公厕等

环卫基础设施的日常运营管理；台风、暴雨水浸等自然灾害保障、

突发应急事件或大型检查、重大活动保障、河道及其两岸的应急清
理等特殊情况下的环卫保障等服务。

网址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EN3DA2kWvaTRg_FQkUQKSw

（2023年1月13日 国家PPP公众号）

14.广东深圳福田区：先行示范高质量打造全省首个现代化
环卫PPP项目

https://mp.weixin.qq.com/s/EN3DA2kWvaTRg_FQkUQKSw


2022年，安徽省马鞍山市财政局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重大

决策部署，务实奋进、积极作为、全力以赴做好财政基建工作，全
力保障民生、重点项目资金，落实续建和尾款项目资金，积极向上

争取资金支持，扎实做好项目前期谋划争取地方政府债券额度，确

保政府投资项目有序推进。
一是做好资金计划保障。落实2022年基本建设预算，提前梳

理各项民生工程和重点建设项目资金需求，确保资金精准预算、科

学调度，统筹做好资金需要安排。全年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7.52亿
元；安排教育、卫生、交通、水利方面等民生项目资金13.33亿元；

安排专项债券资金10.21亿元，确保项目建设取得实效。坚持部门

协同、市县联动，对标国家政策导向和资金投向，利用市场化融资

模式拓宽政府项目筹资渠道，用好用足政策性金融工具，最大限度

积极争取上级专项转移支付倾斜支持，全年争取政策性开发性金融

工具项目拟投放基金52.21亿元。
二是优先保障农民工工资。坚持早计划、早安排，建立每周

调度机制，加强与各建设单位对接，摸排统计各项目工程进度款需

求，并单列农民工工资部分资金需求，统筹财力重点落实，确保中
秋节、春节等重要节日前农民工工资及时、足额发放。

三是保障资金拨付进度。对项目建设单位报审资金需求资料

做到即到即审并及时拨付到位，确保项目资金不拖不压，2022年累
计下达政府投资项目资金26.61亿元，保障工程有序推进。督促加

快项目建设进度，强化资金监管和预算执行，确保按时完成目标任

务和资金使用安全规范有效。

网址链接：

https://h5.newaircloud.com/detailArticle/20918021_46008_zgcjb.h

tml

（2023年1月11日 中国财经报）

15.安徽马鞍山多渠道筹措资金 扎实做好政府投资项目建
设

https://h5.newaircloud.com/detailArticle/20918021_46008_zgcjb.html


国际要闻



美国通胀同比增速降至一年多来的最低水平，这进一步显示出，

在美联储历史性的紧缩政策下，物价压力已经见顶。
美国劳工统计局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12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

数（CPI）同比增长6.5%，为连续第六个月下滑，同时也创下2021

年10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不仅低于前值的7.1%，还远远低于去年6
月时的峰值9.1%。

剔除波动较大的能源和食品价格后，核心CPI当月同比上涨

5.7%，低于前值的6%。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相比整体CPI，核心CPI
能更准确地预示未来通胀。环比来看，得益于能源价格大幅下跌，

12月美国CPI下降0.1%。相比之下，11月和10月CPI分别环比上涨

0.1%和0.4%。当月核心CPI环比上涨0.3%，高于11月的0.2%，但低

于8月和9月的0.6%。

此前接受《华尔街日报》调查的经济学家估计，由于能源价格

大幅下跌，12月CPI 将环比下跌0.1%，核心CPI环比上涨0.3%；同
时预计当月CPI同比上涨6.5%，核心CPI同比上涨5.7%。具体来看，

12月汽油价格环比下跌9.4%，同比降1.5%。燃料油当月环比下跌

16.6%，带动能源指数总计环比下跌4.5%。食品价格环比上涨0.3%。
住房价格环比大幅上涨0.8%，同比涨7.5%。住房约占CPI总指数的

三分之一。

曾是通胀主要推手的二手车价格12月环比下跌2.5%，同比跌
8.8%。医疗保健服务在连续两个月下降后环比上涨0.1%，服装价格

上涨0.5%。与此同时，当月交通服务价格环比上涨0.2%，同比涨

14.6%。
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赞迪（Mark Zandi）表示，通货膨

胀正在迅速放缓。显然它仍高得令人痛苦，但正在迅速朝着正确的

方向发展，“我在报告中只看到好消息，除了最重要的数字6.5%，
它依然太高了。”

网址链接：
http://news.10jqka.com.cn/20230106/c644092488.shtml

（2023年1月6日 社科院网站）

1.美国12月通胀回落至6.5%，美联储或将放缓加息步伐

http://news.10jqka.com.cn/20230106/c644092488.shtml


美联储官员正密切关注最新的通胀数据，因为他们将就如何

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做出决定。
在连续四次加息75个基点后，美联储在上个月将加息幅度降

至50个基点，目前正在考虑是否在下一次会议上恢复至更典型的加

息25个基点的速度。
费城联储主席哈克（Patrick Harker）周四表示支持“未来”

加息25个基点，波士顿联储主席柯林斯（Susan Collins）周三也

称她倾向于这个选项。
美联储同时还密切关注服务业通胀，决策者们表示，它与劳

动力市场和薪资增速紧密相关。目前工资增速已从峰值放缓，但就

业增长依然强劲，失业率仍徘徊在历史低位附近。12月核心服务通

胀环比上涨0.5%，同比涨7%。

令人担忧的是，与服务相关的价格压力难以消退，需要一段

时间非常低的经济增长和更高的失业率。在去年12月的会议上，美
联储官员们表示，联邦基金利率可能需要超过5%，并在今年全年保

持在该水平，才能控制通胀。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加息将增加美国经济衰退的风险。在最
新通胀数据发布之前，已有迹象表明去年底美国经济活动有所降温。

美国11月进出口较10月有所下降，而零售销售、制造业产出和房屋

销售均出现下滑。
目前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为4.25%-4.5%。最新芝加哥商品

交易所（CME）美联储观察数据显示，交易员认为美联储2月加息25

个基点的概率为96.2%，而一天前的这个概率为76.7%。

网址链接：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8742872.html

（2023年1月13日 界面新闻）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8742872.html


据央视新闻，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当地时间1月13日公布的初

步统计数据，德国2022年经价格调整后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与
前一年相比增长1.9%。

网址链接：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8748873.html

（2023年1月13日 界面新闻）

2.德国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9%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8748873.html


当地时间12日，欧盟委员会发布公告称，批准11亿欧元丹麦

国家援助计划。
该项援助将主要用于支持丹麦碳捕获和封存技术，帮助丹麦

实现气候目标，进而助力欧盟实现“欧洲绿色协议”下的战略目标，

特别是205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

网址链接：

https://www.chinanews.com.cn/gj/2023/01-12/9933913.shtml

（2023年1月12日 央视新闻客户端）

3.欧盟批准11亿欧元对丹麦援助计划

https://www.chinanews.com.cn/gj/2023/01-12/9933913.shtml


布鲁塞尔1月11日电 (记者 德永健)欧盟政策性银行欧洲投资

银行11日宣布，将向欧洲第一大卫星运营商欧洲卫星公司(SES)提
供3亿欧元贷款，用于资助欧洲卫星公司全数字化卫星项目。

当日在欧洲卫星公司卢森堡总部，双方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

融资协议及相关细节，这是迄今欧洲投资银行向卢森堡企业提供的
最大一笔贷款。

协议显示，欧洲投资银行贷款为七年期贷款，用于资助欧洲

卫星公司采购三颗全数字化卫星，同时覆盖卫星设计、卫星发射等
一系列环节。

此前欧洲卫星公司宣布，计划采购的三颗全数字化卫星均会

由欧洲航企泰雷兹阿莱尼亚宇航公司研制；待2024年如期发射，欧

洲卫星公司可为西欧、非洲和中东地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广播电视

和宽带服务。

谈及向欧洲卫星公司发放3亿欧元贷款，欧洲投资银行副行长、
前比利时副首相皮特斯在发布会上称，太空是欧洲研发创新的关键

驱动力，欧盟致力支持欧洲航企，3亿欧元的贷款规模表明航天产

业对欧洲投资银行和欧盟的战略重要性。
对于目前拥有并运营70多颗卫星的欧洲卫星公司，此前表示

在采购的三颗全数字化卫星中，有两颗卫星系新一代极为灵活、由

软件定义的卫星，能够做到根据客户需求分配带宽乃至在轨调整卫
星功能，如此不仅会为西欧地区1亿多户家庭提供高清电视内容，

还将推动欧洲互联网接入迈向“新时代”。

网址链接：

https://www.chinanews.com.cn/gj/2023/01-12/9933146.shtml

（2023年1月12日 中国新闻网）

4.欧洲投资银行宣布向欧洲卫星公司提供3亿欧元贷款

https://www.chinanews.com.cn/gj/2023/01-12/9933146.shtml


1月13日，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日本央行政策上限至

0.535%，创下2015年6月以来最高。日本央行宣布开展计划外购债
操作，提出按市场利率购买1.4万亿日元1-25年期国债，按0.04%的

固定利率购买无限量2年期国债。

日本财务省1月12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外国投资者净
卖出了10.79万亿日元的日本国债，创下抛售纪录。

网址链接：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8744217.html

（2023年1月13日 界面新闻）

5.日本央行宣布计划外购债操作，拟购买1.4万亿日元1-
25年期国债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8744217.html


东京1月12日电据《读卖新闻》网站报道，为了加强数字及脱

碳等领域的人才培养，日本文部科学省计划支持公立、私立大学增
加理工农科院系，利用本年度设立的30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53.9

亿元)基金，在未来10年通过新设或文科专业较多的私立大学重组，

增加理工农科院系约250个。
文部科学省将从今年3月开始，征集有意向的公立、私立大学，

资助每校数亿至二十亿日元不等，用于院系新设或转型，计划未来

十年新增250个理工农科院系。若以每所大学新增1个院系来计算，
将覆盖日本721所公立、私立学校中的三分之一。

然而东京23区却不在该计划实施范围内。为了地方创生，法

律规定东京23区的大学自2018年起10年期间禁止新设院系。对此，

东京都政府及日本私立大学联盟提出希望撤销相关限制。

据报道，目前日本理科专业大学生比例为17%，低于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平均值27%，并且这一数字在其他成员
国不断提高，而日本几乎停滞不前。据日本经济产业省推算，到

2030年日本IT业将面临79万的人才缺口。

网址链接：

http://news.10jqka.com.cn/20230113/c644248153.shtml

（2023年1月13日 人民网）

6.日本将投3000亿日元 增设大学理工农科院系250个

http://news.10jqka.com.cn/20230113/c644248153.shtml


在西班牙，与可再生能源共建的新能源储能项目将有资格在

一周后启动的政府计划中获得40-65%的投资成本。
2022年12月28日，生态转型和人口挑战部（MIECO）发起了一

项关于混合或共建储能项目的援助呼吁（ convocatoria de

ayudas）。提交申请的期限为2023年1月18日至3月20日。
该部门将提供总额为1.5亿欧元（1.61亿美元）的拨款，用于

在该国现有或新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中增加新的储能系统。这包

括其加那利群岛（Canary Islands）和巴利阿里群岛（Balearic
Islands），这两个群岛分别从基金中拨款2000万欧元和600万欧元。

该呼吁将共建（co-location）定义为共享电网连接，并没有

提及储能系统只能从可再生发电设施充电的要求。后者一直是德国

和美国此前类似计划的一项备受批评的要求。

根据公司的规模，拨款资金将涵盖储能项目投资成本的40-

65%，除绿氢外，所有技术都符合条件。每个项目可获得的最高限
额为1500万欧元，每个受益实体，即每个开发多个项目的公司可获

得3750万欧元。

储能项目的最小规模必须为1MWh，最短持续时间（定义为电
力与能源容量的比例）必须为2小时，而其功率输出需要相当于与

之混合的可再生能源资产的功率输出的40-100%之间。

如果储能系统本身是一个混合单元，则其使用所有技术的总
和来计算该比率。

这笔资金是该国可再生能源、可再生氢和储能恢复和经济转

型战略项目（PERTE ERHA）的一部分，这是西班牙政府在2021年12
月推出的164亿欧元计划。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国家已经设定了

到2030年部署20GW储能的目标。

网址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UwNzk2Mg==&chksm

=be93fa5489e473426c8f157bd1e5a8478d08b50e2510c75e6c7d

735d6a42fe605ad07de009b1&idx=4&mid=2649924929&sn=c76d

6b01259b0629b5fd74f92c2d66d3

（2023年1月13日 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

7.西班牙拨款1.5亿欧元支持共享储能，涵盖储能项目投资
成本的40-65%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UwNzk2Mg==&chksm=be93fa5489e473426c8f157bd1e5a8478d08b50e2510c75e6c7d735d6a42fe605ad07de009b1&idx=4&mid=2649924929&sn=c76d6b01259b0629b5fd74f92c2d66d3


据韩联社，韩国企划财政部1月13日发布的《最近经济动向》

（绿皮书）1月刊指出，韩物价继续高位运行，内需恢复速度持续
放缓，出口和经济心理低迷，经济增速放缓担忧加剧。

这是财政部从去年6月起连续第8个月预测经济放缓。绿皮书

本月称“经济放缓担忧加剧”，评价较上月的“放缓担忧”更为消
极。去年12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5%，涨幅虽有所收窄，但从

去年5月起一直处在5%以上的高位。服务业生产环比减少0.6%，零

售减少1.8%，内需恢复速度放缓。

网址链接：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8746919.html

（2023年1月13日 界面新闻）

8.韩财政部绿皮书：经济增速放缓担忧加剧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8746919.html


近日，韩媒报道，沙特阿拉伯公共投资基金（PIF）和新加坡

主权财富基金（GIC）两大基金分别出资4.82亿美元，一起向Kakao
旗下的公司Kakao娱乐（Kakao Entertainment）投资了9.64亿美元。

此次参与投资Kakao娱乐的GIC其实也不是第一次押注K-

Content了，早在2016年GIC就投资了Kakao Page，现在也是Kakao
娱乐第二大股东 Anchor Equity Partners 的主要合伙人之一。

据悉，对于此次交易，Kakao意在通过募集资金寻求未来的财

务增长动力，改善公司的财务结构，而该计划的重点之一就在于
Kakao在漫画、网文领域的扩张，以及在全球范围内，与另一家同

样在网漫等领域颇具影响力的韩国公司Naver展开竞争。

网址链接：

http://news.10jqka.com.cn/20230113/c644257656.shtml

（2023年1月13日 投资界）

9.韩国巨头「Kakao娱乐」获沙特，新加坡主权基金近10
亿美元投资，发力网漫网络小说

http://news.10jqka.com.cn/20230113/c644257656.shtml


俄罗斯财政部长西卢安诺夫10日在政府工作会议上表示，

2022年俄财政收入约28万亿卢布(莫斯科交易所10日卢布兑美元汇
率为69.8比1)，财政预算赤字为3.3万亿卢布。

据俄联邦政府网站消息，西卢安诺夫当天在谈到2022年联邦

预算执行情况时表示，去年政府预算政策的主要任务是集中财政资
源支持民众和企业主履行所有社会义务。为此政府动用了财政收入

和金融市场资源。

西卢安诺夫说，俄罗斯去年财政收入高于预期。去年俄财政
总收入约28万亿卢布，比当初预计高出2.8万亿卢布。这主要得益

于石油和天然气收入部分的增加。

西卢安诺夫介绍说，去年俄财政预算赤字为3.3万亿卢布，占

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3%。但是如果从财政支出中减去用国家预

算外基金偿付的保险费延期资金，则预算赤字占GDP的1.8%，低于

此前预计的2%目标。
西卢安诺夫同时表示，在财政支出方面，尽管面临地缘政治

局势以及西方的各种限制和制裁，俄罗斯去年完成了所有的计划任

务。西方的制裁并未能影响俄罗斯履行社会义务，俄罗斯反而增加
了超过6万亿卢布规模的财政支出主要用于支持民生。

网址链接：
https://www.chinanews.com.cn/gj/2023/01-11/9932283.shtml

（2023年1月11日 中国新闻网）

10.俄罗斯财长：2022年俄财政收入约28万亿卢布 预算赤
字3.3万亿卢布

https://www.chinanews.com.cn/gj/2023/01-11/9932283.shtml


据路透社当地时间1月12日报道，阿根廷国家统计局（INDEC）

公布的最新官方数据显示，该国去年12月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
环比上涨5.1%，同比上涨94.8%，这一通胀率已达到30多年来的最

高水平。

由于阿根廷当前物价较之去年几乎翻了一番，物价上涨速度
也达到自1991年以来的最快水平，这进一步削弱了消费者日益萎缩

的购买力，也说明了该国的经济状态并不好。

事实上，阿根廷去年11的通胀数据也不好看，CPI环比上涨
4.9%，同比上涨92.4%，当时的同比涨幅已是自1991年12月（84%）

以来的最高水平。

据报道，阿根廷目前的通货膨胀率堪称“世界之最”，飞涨

的物价阻碍了经济增长，迫使该国国内的店主不断更新上涨物品价

格。

此前，阿根廷经济部长塞尔吉奥·马萨（Sergio Massa）在
接受采访时曾预计，该国去年12月的CPI环比涨幅不会超过5%，并

补充称，到今年4月，CPI环比涨幅应该会小幅降至3%左右。

法新社去年12月20日曾报道称，当前经济危机已严重影响了
阿根廷民众的日常生活，约40%的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因为通货膨

胀和货币贬值严重削弱了普通民众的储蓄和购买力。

除了经济困境，该国政治格局也不容乐观，现任政府一直被
总统和现任副总统、前总统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德基什内尔

之间不断扩大的裂痕所困扰。去年12月6日，副总统克里斯蒂娜更

是被判6年监禁，这是阿根廷历史上首次出现副总统在任期间被判
刑的情况。

在阿根廷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下，梅西和队友为民众带来了成

功和团结。早在去年11月，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3/4的阿根廷
人表示，阿根廷国家队在世界杯上的运势会对人们的士气产生影响。

甚至有32%的人认为，世界杯结果会对今年举行的总统选举产生影

响。

网页链接：

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23_01_13_675724.shtml

（2023年1月13日 观察者网）

11.阿根廷去年12月CPI同比上涨94.8%，31年以来最高

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23_01_13_675724.shtml


巴西国家地理统计局(IBGE)当地时间1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2年巴西通胀率为5.79%，高于当年政府管控目标上限5%。这是
该国通胀率连续第四年超过政府通胀目标上限。

巴西2022年通胀率高于预期，但远低于2021年的10.06%。

2022年巴西通胀率管控目标中值为3.5%，允许上下浮动1.5个百分
点。

数据显示，2022年，巴西服装价格涨幅最大，当年上涨

18.02%。其次是食品和饮料价格上涨11.64%，健康和个人护理价格
上涨11.43%，家居用品价格上涨7.89%，个人开支价格上涨7.77%，

教育价格上涨7.48%，住房成本微涨0.07%。不过，交通价格下降

1.29%，通信价格下降1.02%。

数据还显示，2022年12月，巴西通胀率为0.62%，高于2022年

11月的0.41%，但低于2021年12月的0.73%。

巴西国家地理统计局研究员佩德罗·基斯拉诺夫(Pedro
Kislanov)表示，2022年，巴西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遏制高通胀，

并取得较大成效。特别是政府对汽油、柴油等燃料采取了减税措施，

这对遏制各类商品价格上涨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巴西金融市场最新预测，巴西2023年和2024年通胀预期分

别为5.36%和3.7%，而这两年巴西的基准利率预计为12.25%和9.25%。

目前，巴西基准利率为13.75%。

网址链接：

https://www.chinanews.com.cn/gj/2023/01-11/9932429.shtml

（2023年1月11日 中国新闻网）

12.巴西2022年通胀率为5.79% 连续四年超目标上限

https://www.chinanews.com.cn/gj/2023/01-11/9932429.shtml


当地时间11日，哈萨克斯坦总理斯迈洛夫主持召开政府例行

工作会议，全面总结该国2022年度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并对国家经
济增长目标作出了明确指示。

据哈萨克斯坦国民经济部长库安特罗夫在政府会议上表示，

2022年哈萨克斯坦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为3.1%。其中实体经
济增长3.2%，服务业增长2.5%。

在谈到2023年国家经济发展目标时，斯迈洛夫表示，“本年

度国家经济应实现至少4%的增长，这需要各部门通力合作。”同时，
有必要加强落实经济数字化措施，整合信息系统，尽可能将公共服

务转换为电子形式，并简化工作流程。他认为，确保经济可持续增

长将成为进一步改善并提高公民福祉的重要因素。

网址链接：

https://www.chinanews.com.cn/gj/2023/01-11/9932774.shtml

（2023年1月11日 中国新闻网）

13.哈萨克斯坦2022年GDP增长3.1%

https://www.chinanews.com.cn/gj/2023/01-11/9932774.shtml


据法国广播电台1月4日报道，非洲国家在2022年普遍经历严重

的融资和通货膨胀问题，撒哈拉以南非洲一半以上国家遭遇高通胀。
不稳定的商业环境阻碍了外部融资，预计2022年非洲地区外国直接

投资略低于2021年。2023年，世界其他地区对能源和矿产的需求将

成为对非投资的推动力。非洲拥有世界上30%的矿石储量以及能源
转型所需的金属，如镍、钴、石墨和锂，但非洲的金属供应量仅占

世界的5%。南部非洲拥有丰富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以及西非的塞内

加尔、尼日利亚等将成为外国投资主要目标国。

网址链接：

http://news.10jqka.com.cn/20230113/c644253847.shtml

（2023年1月13日 商务部网站）

14.非洲国家2023年吸引外资以能源和矿产为主

http://news.10jqka.com.cn/20230113/c644253847.shtml


《新兴报》1月11日报道：据世界银行近期发布的“全球经济

前景报告”称，尼泊尔2022/23财年的经济增长率预计为5.1%，
2023/24财年为4.9%。同时根据该报告，不仅是尼泊尔，全球范围

内经济增长都将放缓。

网址链接：

http://news.10jqka.com.cn/20230113/c644262481.shtml

（2023年1月13日 商务部网站）

15.世行：尼本财年经济增长率预计为5.1%

http://news.10jqka.com.cn/20230113/c644262481.shtml

	幻灯片 1
	幻灯片 2
	幻灯片 3
	幻灯片 4
	幻灯片 5
	幻灯片 6
	幻灯片 7
	幻灯片 8
	幻灯片 9
	幻灯片 10
	幻灯片 11
	幻灯片 12
	幻灯片 13
	幻灯片 14
	幻灯片 15
	幻灯片 16
	幻灯片 17
	幻灯片 18
	幻灯片 19
	幻灯片 20
	幻灯片 21
	幻灯片 22
	幻灯片 23
	幻灯片 24
	幻灯片 25
	幻灯片 26
	幻灯片 27
	幻灯片 28
	幻灯片 29
	幻灯片 30
	幻灯片 31
	幻灯片 32
	幻灯片 33
	幻灯片 34
	幻灯片 35
	幻灯片 36
	幻灯片 37
	幻灯片 38
	幻灯片 39
	幻灯片 40
	幻灯片 41
	幻灯片 42
	幻灯片 43
	幻灯片 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