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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周评论

在国内方面，根据财政部《关于202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

情况与202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2023年中财财政收支
总量相抵，中央财政赤字31600亿元，通过发行国债弥补，比2022

年增加5100亿元。地方财政赤字7200亿元，通过发行地方政府一般

债券弥补，与2022年持平。地方政府专项债务安排38000亿元。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的增加，成为社会各方关注的焦点之一。作为宏观

调控的重要工具，专项债券聚焦经济社会短板领域，正发挥越来越

突出的作用。财政部按照“资金跟着项目走”原则，指导各地做好

项目储备和前期工作，加快专项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尽快形成

实物工作量，将更好发挥稳增长、促投资的关键作用。在PPP项目

发展方面，辽宁鞍山明确要全力推动226个城建项目及早开工、加
快建设、早日达效，确保早日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中包括道路

修建工程、民生改造工程以及各城区、各相关部门的城建工程。这

些项目建设均是民生工程，事关群众生活质量改善。
在国际方面，3月5日至9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第五次联

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上，包括多国政府、国际组织、非政府

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共承诺援助14亿美元，以支持全球46个最不发
达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卡塔尔方面表示，这些援助将以捐款、

投资、贷款、援助、发展项目、技术支持等形式发放。其中卡塔尔

政府宣布向最不发达国家捐款6000万美元，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宣
布设立总额为1000万欧元的最不发达国家旅游发展基金。关于美国

政府债务，当地时间7日，美国国会参议院举行听证会，就债务上

限及违约可能导致的后果展开讨论。与会金融界人士提出警告称，
目前两党就债务上限展开的对峙对美国经济造成了“严重威胁”。

一旦发生债务违约，将导致本就脆弱的经济立即进入衰退，上百万

美国人失去工作，并引发类似2008年金融危机的灾难性后果。

温来成



一、国内要闻

1. 专项债加力提效稳增长

2. 地方债风险防控：遏制增量和化解存量并重

3. 关于202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3年中央和地

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摘要）

4. 引导民间资本盘活存量资产 扎实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5. 地方债务化解迎细化新要求 专项债接续发力扩投资稳增

长

6. 一般债额度占地方债比重再创新低，地方债结构如何调

整？

7. 今年专项债额度新增3.8万亿，中小银行专项债发行或加

量

8. 化解房地产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政府工作报告传达了

这样的信息

9. 夯实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底气——财政部国库司有效

落实积极财政政策重点工作综述



10.数读政府工作报告｜GDP预期增长5%左右 统筹兼顾发展

速度与增长潜力

11.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范子英：“难”中

有“进” 持续发力

12.两会关注 |马海涛：以更大政策力度激发经济增长潜能

13.两会报告解读丨促消费稳投资，从三个报告看扩大国内需

求

14.厦门2022年共发行政府债券400亿元

15.辽宁鞍山采用PPP模式运用资金 全力推动226个城建项目

开工建设

一、国内要闻



二、国际要闻

1. 加拿大政府宣布投入逾3亿加元推进关键矿产相关计划

2. 国际社会承诺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14亿美元援助

3. 日本追加半导体等9行业为外国投资重点审查对象

4. 17.5亿欧元1130万吨，数说欧盟塑料回收装机产能

5. 投资总额约53亿美元！越南加速建设芹耶巨型国际中转

港

6. 250 亿美元！沙特阿拉伯过去6年不断投资数字基础设施

7. 确保美国制造业竞争力！拜登政府宣布拨款60亿美元用

于重工业脱碳

8. 美金融界人士：债务违约将导致美经济立即进入衰退

9. 丹麦启动“二氧化碳海底封存”项目



10.最后一个签署国批准RCEP，菲律宾要做投资驱动型经济

体

11.2022年瑞士出口价值达9.55亿瑞士法郎军用物资

12.澳大利亚或向英国采购核潜艇

13.欧盟各国防长会面，讨论动用10亿欧元“和平基金”采购

弹药

14.日本央行维持超宽松货币政策

15.英国商会预测今年GDP将下降0.3% 但将避免衰退

二、国际要闻



国内要闻



今年的预算报告提出，新增专项债务限额3.8万亿元，比上年

增加1500亿元。适当扩大投向领域和用作项目资本金范围，支持地
方正常融资需求。

“适度增加专项债规模，将更好发挥稳增长、促投资的关键

作用。我们将加快专项债券发行使用，优化债券资金使用方向，不
撒‘胡椒面’，重点支持在建和能够尽快开工的项目，确保债券资

金迅速形成实物工作量和投资拉动力。同时，用足用好专项债券用

作项目资本金政策，进一步放大专项债券投资带动效应。”全国人
大代表、山东省财政厅厅长李峰表示。

优先保障重大项目建设

专项债券是带动扩大有效投资、稳定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

2022年，新增专项债券额度3.65万亿元，累计支持近3万个重点项

目建设，并将投向领域由9个扩大到11个。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财政厅厅长赵庆业表示，河南省坚持
专项债聚焦重点，优先保障重大战略落地实施。2020—2022年，河

南累计投入508.6亿元债券资金用于郑万高铁、二广高速等951个交

通基础设施项目，支持打造枢纽经济先行区；投入599.5亿元支持
1210个乡村振兴项目，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投入774.8亿元

用于1421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项目，推动沿黄地区经

济建设和生态建设协同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财政厅厅长王椿元表示，2022年，云

南省新增专项债券主要聚焦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农林水利、

交通基础设施、保障性安居工程及社会事业五大重点领域。其中，
2022年全省发行专项债券的427个项目中147个为省级重大项目，共

计发行专项债券492.32亿元，占全省发行金额1094亿元的45%。

聚焦经济社会短板领域
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专项债券聚焦经济社会短板领域，

正发挥越来越突出的作用。

2022年，财政部按照“资金跟着项目走”原则，指导各地做
好项目储备和前期工作，加快专项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尽快形

成实物工作量。

1.专项债加力提效稳增长



李峰表示，山东省统筹建立以“一张清单”为核心的债券项

目储备谋划和申报机制，指导各级重点选取民生领域需求急、撬动
投资作用大、未来发展前景好的项目。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组成专项

债券工作专班，严格审核把关入库项目，切实提高专项债券项目质

量。
“专项债券资金投向聚焦重点领域，集中支持了保障性安居

工程、社会事业等领域一大批重点项目和重大民生工程建设，带动

扩大有效投资，助推全省经济转型升级。”李峰表示。
赵庆业介绍，河南省创新专项债券项目谋划储备常态化、项

目建设和资金支出月调度、使用管理督导核查“三项制度”，项目

质量和资金效益显著提升。

加强债券资金全生命周期监管

预算报告提出，加强专项债券投后管理，严禁“以拨代

支”“一拨了之”等行为，健全项目管理机制，按时足额还本付息，
确保法定债券不出任何风险。

吉富星表示，与一般财政资金不同的是，专项债既要考虑当

前投资拉动、尽早发挥效用，还要考虑未来的项目运营收益、偿付
风险。为此，需要加强专项债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提升专项债项

目绩效，确保“借用管还”形成良性闭环。既要加强源头风险管理，

又要加强专项债券投后管理，全面提升专项债资金的配置和使用效
率。

“举债本身并非目的，发挥资金效用才是关键。只有实现项

目收益，才能保障还本付息。要对专项债券资金使用、项目实施、
运营管理等实行跟踪监控。”邵松涛告诉记者，在专项债“借、用、

管、还”全生命周期中，建立健全跟踪问效机制，发现问题及时纠

正，全面开展绩效评价，这样才能提高资金使用效益，防范化解债
务风险。专项债券只有既“加力”又“提效”，才能真正发挥其对

政府投资的有效拉动作用，推动地方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网址链接：

https://h5.newaircloud.com/newsepaper/detail/10257_127048_1540516

_21267543_zgcjb.html

（2023年3月9日 中国财经报）

https://h5.newaircloud.com/newsepaper/detail/10257_127048_1540516_21267543_zgcjb.html
https://h5.newaircloud.com/newsepaper/detail/10257_127048_1540516_21267543_zgcjb.html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优化

债务期限结构，降低利息负担，遏制增量、化解存量。多位专家表
示，这意味着地方变相举债的行为将继续被严控，隐性债务的增量

将被严格遏制。未来各地可能进行的债务置换值得密切关注，财政

和金融机构或将合力推进部分地方债务置换。
近年来，为了对冲经济下行，扩大有效投资，地方政府显性

债务保持较快增长。财政部数据显示，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从2019年

底的21.1万亿元增至2022年底的35.1万亿元，三年间新增约14万亿
元。这些资金投向民生等重大项目中，对于稳投资、扩内需、补短

板发挥了重要作用，助推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根据安排，今年赤字率拟按3%安排，较去年略高。全国人大

代表、河南省财政厅厅长赵庆业表示，2023年，通过适当提高财政

赤字率、适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加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

付力度等，促进经济稳定恢复。
“财政强调可持续背景下，目前中央政府杠杆率并未大幅上

行。”在光大证券首席宏观经济学家高瑞东看来，受债务率警戒线

以及债务付息压力的掣肘，今年地方政府加杠杆空间较为有限。
从财政预算报告可窥一二。今年财政赤字规模有所扩大，不

过从构成看，新增加的5100亿元赤字均为中央赤字。地方财政赤字

7200亿元，与上年持平，规模并未增加。
可以预见，未来的政策思路是，一方面适度增加显性债务规

模稳经济，另一方面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长，并逐步化解存量隐性

债务。
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并不是首次提出。自2017年中央强化隐性

债务监管以来，不少地方已经出台化债方案。财政部去年曾公开表

示，当前隐性债务增长势头得到遏制，隐性债务减少三分之一以上，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缓释可控。

针对今年提出的“遏制增量、化解存量”，平安证券首席经

济学家钟正生认为，在增量部分，2022年城投债净融资同比少增
1.23万亿元，预计2023年可能进一步下降。在存量部分，各地已经

强调要“积极化解政府债务”，具体包括强化政府债务风险监测预

警、加大高风险企业资产处置、分类推进城投平台转型、稳妥推进
县级化债试点等。

2.地方债风险防控：遏制增量和化解存量并重



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财政厅厅长孟祥会表示，将更好地

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实地方政府债务防控，加大财力下沉力度，兜
实兜牢“三保”底线，确保全省各级财政平稳运行。

对于“优化债务期限结构，降低利息负担”的举措，广发证

券固收首席分析师刘郁认为，这可能需要财政和金融机构合力推进
部分地方债务置换。金融机构进行债务置换，对于债务压力相对较

大的地区往往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难以有效降低利息负担，这部

分债务压力相对较大的地区，可能仍需要财政给予少量地方债额度
进行置换。

“在目前国内相对较低利率的环境下，政府将继续积极发债，

一方面支持财政支出稳增长，另一方面对存量高息债务进行置换，

降低刚性利息支出，优化存量债务结构。”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

理事、中航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董忠云表示。

网址链接：

https://h5.newaircloud.com/detailArticle/21277496_44458_zgcjb.html

（2023年3月10日 上海证券报）

https://h5.newaircloud.com/detailArticle/21277496_44458_zgcjb.html


一、202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

（一）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
1.全国一般公共预算。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3703.48亿元，为预算的96.9%，比

2021年增长0.6%。其中，税收收入166613.96亿元，下降3.5%；非
税收入37089.52亿元，增长24.4%，主要是盘活存量资源资产，国

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等增加较多。加上从预算稳定调节基

金、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资金及使用结转结余
24541亿元，收入总量为228244.48亿元。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60609.17亿元，完成预算的97.6%，增长6.1%。加上补充中央预算

稳定调节基金1185.31亿元、向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出150亿元，支出

总量为261944.48亿元。收支总量相抵，赤字33700亿元，与预算持

平。

（二）2022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情况。
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77879.34亿元，为预算的79%，下降

20.6%。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110583.28亿元，完成预算的

79.6%，下降2.5%。
（三）2022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情况。

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5688.6亿元，为预算的110.9%，

增长10%。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3395.32亿元，完成预算的
96.5%，增长29.5%。

（四）2022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情况。

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101522.98亿元，为预算的101.2%，
增长4.8%。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91453.11亿元，完成预算的

99%，增长5.5%。当年收支结余10069.87亿元，年末滚存结余

114789.46亿元。

3.关于202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3年中央和地
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摘要）



2023年主要收支政策。

1.发挥财政稳投资促消费作用，着力扩大国内需求。
2.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支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3.进一步优化政策实施方式，持续增强各类企业活力。

4.加强乡村振兴投入保障，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
展。

5.完善绿色低碳财税支持政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

增长。
6.强化基本公共服务，扎实做好民生保障。

7.统筹发展和安全，支持国防、外交、政法等工作。

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和支出安排。

1.中央一般公共预算。

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165亿元，比2022年执行数增长

5.6%。加上从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1500亿元，从中央政府性
基金预算、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5750亿元，收入总量为

107415亿元。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39015亿元，增长4.7%。收支

总量相抵，中央财政赤字31600亿元，通过发行国债弥补，比2022
年增加5100亿元。

2.地方一般公共预算。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117135亿元，增长7.6%。加上中
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收入100625亿元、地方财政调入资金及使用结转

结余11780亿元，收入总量为229540亿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36740亿元，增长5.2%。地方财政赤字7200亿元，通过发行地方政
府一般债券弥补，与2022年持平。

3.全国一般公共预算。

汇总中央和地方预算，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17300亿元，
增长6.7%。加上调入资金及使用结转结余19030亿元，收入总量为

236330亿元。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75130亿元（含中央预备费

500亿元），增长5.6%。赤字38800亿元，比2022年增加5100亿元。



2023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和支出安排。

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4148.9亿元，增长0.6%。加上上年
结转收入7393.09亿元，收入总量为11541.99亿元。中央政府性基

金预算支出5941.99亿元，其中，本级支出5045.39亿元，对地方转

移支付896.6亿元。调入中央一般公共预算5000亿元。结转下年使
用600亿元。

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74021亿元，增长0.4%。加上中

央政府性基金预算对地方转移支付收入896.6亿元、地方政府专项
债务收入38000亿元，收入总量为112917.6亿元。地方政府性基金

预算支出112917.6亿元，增长7.5%。

2023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计和支出安排。

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2410.4亿元，增长2.9%。加上上

年结转收入88.92亿元，收入总量为2499.32亿元。中央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支出1749.32亿元，增长2.3%。
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本级收入2948亿元，下降11.9%，主要

是2022年地方国有企业净利润下降。加上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对

地方转移支付收入44.55亿元、上年结转收入186.49亿元，收入总
量为3179.04亿元。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1764.04亿元，增长

1.7%。调入地方一般公共预算1415亿元。

2023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和支出安排。
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109356.63亿元，增长7.7%，其中，

保险费收入79974.28亿元，财政补贴收入24949.82亿元。全国社会

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98008.44亿元，增长 7.2%。本年收支结余
11348.19亿元，年末滚存结余126137.65亿元。

2023年，中央财政国债限额298608.35亿元；地方政府一般债

务限额165489.22亿元、专项债务限额256185.08亿元。

网址链接：

http://www.mof.gov.cn/zhengwuxinxi/caizhengxinwen/202303/t202303

06_3870852.htm

（2023年3月6日 新华网）

http://www.mof.gov.cn/zhengwuxinxi/caizhengxinwen/202303/t20230306_3870852.htm
http://www.mof.gov.cn/zhengwuxinxi/caizhengxinwen/202303/t20230306_3870852.htm


3月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权威部门话开局”系列主

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杨荫凯表示，今年将持续做
好扩大有效投资工作，扎实推进重大项目建设，通过政府投资和政

策激励有效带动全社会投资，着力巩固基础设施投资和制造业投资

稳定增长的良好势头，进一步增强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
下一步，将重点做好以下四方面工作：

一是聚焦短板领域和薄弱环节，加快推进重点领域建设。有

序实施“十四五”规划102项重大工程。加强粮食安全、能源安全、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领域建设。加快交通、水利、能源等重大基础

设施建设。加强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投资，系统布局新型基础设施。

加快推进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城市内涝治理和社会事业

等民生领域建设。

二是充分发挥各项投资政策组合作用，统筹推进重大项目建

设。坚持“项目跟着规划走”“资金要素跟着项目走”的要求，用
好推进有效投资重要项目协调机制的经验做法，不断完善扩大有效

投资长效工作机制。发改委将进一步优化投资结构，集中力量办好

国家层面的大事难事急事。积极组织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准
备工作，督促地方加快专项债券发行使用和项目开工建设。持续推

动去年开工的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项目加快建设，努力形成更多

实物工作量。
三是加强项目储备，持续提高投资项目前期工作质量。指导

地方持续储备一批既利当前、又利长远的重点项目，持续为扩大有

效投资打好基础。推动地方深化项目前期研究论证，切实提高项目
前期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协调有关方面加强项目用地、环评等要素

保障。

四是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不断优化投资环境。建立健
全民间投资参与重大项目建设机制，用好社会资本投融资合作对接

机制，鼓励更多民间资本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和补短板项目建设。宣

传推广先进经验，认真做好支持民间投资发展政策文件的贯彻落实
工作。引导民间资本通过多种方式盘活存量资产。推动高质量民间

投资项目发行基础设施REITs。

网址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tb8881WH4-rXSG5CV3JxDw

（2023年3月9日 人民网）

4.引导民间资本盘活存量资产 扎实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https://mp.weixin.qq.com/s/tb8881WH4-rXSG5CV3JxDw


2022年年底以来，高层围绕地方债风险防范频繁表态，奠定

了今年地方债务化解的政策主基调。在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要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坚决遏制增量、化解存量”的基

础上，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更为细化的地方债务化解要

求，即“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优化债务期限结构，降低利
息负担，遏制增量、化解存量。”

政府工作报告同时提出“今年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8万

亿元”的目标，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根据财政部此前表态，
今年将在重点支持现有11个领域项目建设基础上，适量扩大资金投

向领域和用作项目资本金范围，持续加力重点项目建设，形成实物

工作量和投资拉动力，有效支持高质量发展。

强调“遏制增量、化解存量”

“‘遏制增量、化解存量’的提法是首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明确。”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隐性债务管控是地方债风险化解的工作重点，近年来，经

过多轮债务展期、置换，地方隐性债务规模增速总体放缓但仍有较

大规模，部分县市级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尤为突出，预计“遏制增量、
化解存量”仍将是地方债务风险防范化解的主旋律。

债务置换、展期或成发力点

据《金融时报》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已有约10个省
市明确了2023年的债务化解目标。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优化

债务期限结构，降低利息负担”，正是在稳增长基调下，对逐步平

稳实现存量隐性债务化解给出的“最优解”，也为缓解当下财政压
力腾挪空间。

今年拟安排专项债3.8万亿元

2022年11月，财政部提前下达2023年新增专项债额度2.19万
亿元，较2022年1.46万亿元的提前批专项债额度增长50%。在稳增

长诉求下，业内人士普遍预计这笔资金有望在今年上半年完成发行。

网址链接：

https://finance.eastmoney.com/a/202303092657043729.html

（2023年3月9日 金融时报）

5.地方债务化解迎细化新要求 专项债接续发力扩投资稳增
长

https://finance.eastmoney.com/a/202303092657043729.html


近日发布的《关于202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3年

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称，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加
力主要是加强财政资金统筹，优化组合财政赤字、专项债、贴息等

工具，扩大财政支出规模，保持必要的支出强度。一是适当提高财

政赤字率。二是适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三是加大中央对
地方转移支付力度。

报告显示，2023年地方一般债额度为0.72万亿，地方专项债

额度为3.8万亿，新增地方债额度合计4.52万亿，相比上年增加
1500亿。从占比来看，一般债占地方债额度的比重为15.9%，创出

历史新低。为何会出现这种变化？这需要考虑财政债务政策的约束，

这方面有三个指标一般不能突破：

一是赤字率，即赤字/GDP，一般要求等于或者低于3%。赤字

可进一步分解为中央财政赤字和地方财政赤字，分别通过发行国债

和地方一般债弥补。
二是政府负债率，其计算方式为（中央政府债务+地方政府债

务）/GDP，一般要求低于60%。

三是地方政府债务率，即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综合财力，一般
要求低于120%。

近年来地方债务率快速上升且突破警戒线，地方债额度的扩

张受到限制，但政府负债率在50%左右，中央政府有加杠杆的空间，
中央加杠杆意味着要增加中央财政赤字。在给定赤字的情况下，中

央财政赤字（即国债额度）可以多增，相应地方财政赤字（即一般

债额度）要控制。在给定地方债额度的情况下，由于一般债额度被
压缩，专项债规模就稳中有升。

实际上，近年来赤字分配已向国债倾斜。2015-2019年地方一

般债占赤字的比重都高于30%，但2020-2023占比持续下降，国债占
比有所提升：2023年一般债占赤字的比重降至19%，创出新低。

预算报告披露，2023年全国财政赤字38800亿元，比上年增加

51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赤字31600亿元，增加5100亿元；地方
财政赤字7200亿元，与上年持平。换言之，今年增加的财政赤字都

由中央财政负担。

网址链接：

https://www.21jingji.com/article/20230308/herald/295bb2176d7

c03a9fc89730e6ac27cf5.html
（2023年3月8日 21世纪经济报道）

6.一般债额度占地方债比重再创新低，地方债结构如何调
整？

https://www.21jingji.com/article/20230308/herald/295bb2176d7c03a9fc89730e6ac27cf5.html
https://www.21jingji.com/article/20230308/herald/295bb2176d7c03a9fc89730e6ac27cf5.html


政府工作报告新鲜出炉，金融风险防范和化解备受关注，中

小银行仍是一大焦点。
过去3年，作为地方弱资质银行补充资本的重要支持方式，中

小银行专项债平均占专项债总额度5%左右，整体发行进展已经过

半。2023年，专项债新增额度为3.8万亿元，叠加前期结余可用额
度，略高于去年实际发行额度。从各地2023年财政预算报告来看，

使用中小银行专项债支持中小银行防范化解风险是重点工作之一。

中小银行专项债或加量
相比用于重大基建等项目建设的专项债，中小银行专项债是

专项债中的“特殊品种”，源于2020年。当年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

上提出，在2020年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限额中安排一定额度，允许

地方政府依法依规通过认购可转债等方式，探索合理补充中小银行

资本金的新途径。优先支持具备可持续市场化经营能力的中小银行

补充资本金，增强其服务中小微企业、支持保就业能力。
聚焦2023年，专项债拟安排额度高于2022年的3.65万亿元，

不过在去年四季度政策部署盘活地方2019年以来结存的5000亿元专

项债限额的情况下，2022年新增专项债实际发行4.03亿元，还有
1200亿元结余，加上中小银行专项债目前还有约2570亿元待发行，

今年专项债总可用额度约为4.17万亿元。

有机构分析，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化解放
在较高位置，加上前期结余较多，预计专项债发行安排会增加。王

一峰表示，目前存量高风险机构呈现区域集中特点，东北、西北、

环京等弱资质地区金融机构经营压力较大，资本和减值准备不足以
有效抵御风险，内在问题是金融生态分化进一步加深带来的负向循

环压力，部分中小银行可能需要系统性救助安排，预计后续化险举

措中将继续较大规模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

7.今年专项债额度新增3.8万亿，中小银行专项债发行或加
量



还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尽管专项债对于融资渠道匮乏的中小银行来说资本补充效果
明显，但标普指出，因为各银行自身情况以及补充方式不同，专项

债发行对于银行的资本补充效果差异较大。

化解风险仍离不开改革，从根本上提高中小银行的造血能力。
有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即使是专项债补充资本，对于经营已经较

为困难的中小银行来说，国资平台注资可能本身也带有风险处置含

义，注资的同时往往伴随着体制机制的改革，以实现银行股权、治
理和经营管理能力的优化。

政府工作报告在回顾过去五年工作成绩时，提到了“平稳化

解高风险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在谈到当前困难挑战时，提到“一

些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暴露”。相较于往年，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

“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部分作为2023年的第五项工作

任务，并新提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在系统性风险之前，强
调防止形成区域性风险。

“这表明化解金融风险是和金融体制改革相结合。针对一些

金融机构，特别是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暴露，将通过深化改革有效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中泰证券研究

所所长戴志锋在报告中分析。

网址链接：

https://www.yicai.com/news/101695230.html
（2023年3月7日 第一财经）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金融业永恒的主题，也是2023年政府工

作和金融工作重点之一。
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监管，压实各方责任，防止形成区域

性、系统性金融风险。而从主要内容来看，风险主要集中在两个领
域：一是房地产；二是地方政府债务。

房地产：改善资产负债状况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房地产市场风险隐患较多，一些中小金
融机构风险暴露，发展仍有不少体制机制障碍。要有效防范化解优

质头部房企风险，改善资产负债状况，防止无序扩张，促进房地产

业平稳发展。同时提出，加强住房保障体系建设，支持刚性和改善

性住房需求，解决好新市民、青年人等住房问题。

“居民和房企资产负债表修复需要经历一个过程，结构性问

题值得重视。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力度，给予房地产行业更为有
效的支持。”植信投资研究院资深研究员马泓认为，2023年住房政

策会在扩大住房需求和增加住房供给侧金融支持上下功夫。一方面，

为满足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推动房地产市场利率逐步下行，降
低购房者成本；另一方面，将加大对房企的金融支持，利用好住房

金融“三支箭”和“金融16条”等支持政策，满足房企合理的融资

需求，以促进投资建设，增加市场住房供给。
地方政府债务：遏制增量、化解存量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优化债务

期限结构，降低利息负担，遏制增量、化解存量。
马泓认为，考虑到过去一年半时间内，房企拿地较为谨慎，

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收入大幅下降，且疫情防控增加了额外医疗支出，

一些基层财政收支矛盾较大，部分地方政府偿债风险有所加大。下
一步政策可能进一步压实隐性债务主体责任，强化并完善政府债务

风险监测和预警机制；通过债务置换、债务重组以及展期降息等方

式，优化期限结构，化解高息债务；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3.8万
亿元，有助于压降存量隐性债务；扩大隐性债务清零试点，推进融

资平台转型升级。

网站链接：

https://www.yicai.com/news/101692700.html
（2023年3月5日 第一财经）

8.化解房地产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政府工作报告传达了
这样的信息



2022年，我国经济在劈波斩浪中前行。作为预算执行管理综

合部门，财政部国库司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坚决贯彻党中央、国
务院重大决策部署，认真落实财政部党组各项任务安排。在财政部

党组的统一指挥下，牵头推动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成功在中央和地

方全面推广实施，有力保障大规模留抵退税政策加快实施，统筹把
握政府债券发行节奏，切实保障重点支出和中央重大政策有效落实，

扎实推进财政总会计制度改革，持续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

实支撑。
以“一体化”提升财政治理效能

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建设是全面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重

要支撑。2022年是中央预算管理一体化推广实施的攻坚之年。为有

序推进中央预算管理一体化扩围上线，平稳完成预算执行业务分批

切换，国库司对标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

见》要求，牵头制定中央预算管理一体化推广实施方案，建立工作
台账，118项任务逐项销号；组织实施预算执行业务上线工作，分

三批积极稳妥推进系统切换，确保业务办理顺利、数据运行流畅。

保障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加快实施
去年以来，面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多重压力，党中央、国务院

部署实施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其中，作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的关键性举措，增值税留抵退税成为“重头戏”。
按照实施大规模留抵退税政策的决策部署和要求，国库司建

立高效协同的资金保障机制，综合采取调整上缴利润节奏、发行短

期贴现国债等方式及时筹资，加大对地方的资金调拨力度，有效支
持留抵退税政策扩围加力提速，为稳住宏观经济大盘提供了强力支

撑。

统筹政府债券发行节奏
为进一步发挥政府债券跨周期、逆周期调节作用，国库司合

理把握发行节奏，创新发行超短期国债，丰富弥补中央库款短期不

足的手段。同时，持续深化发行管理改革，推动政府债券市场可持
续、高质量发展。

9.夯实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底气——财政部国库司有效
落实积极财政政策重点工作综述



扎实推进财政总会计制度改革

财政总会计制度是财政管理的重要基础性制度，是加强财政
预算管理、提升国家财政治理效能的坚实保障。2022年12月，《财

政总会计制度》印发，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

新制度修订历时4年。在新制度修订过程中，国库司始终坚持
问题导向，秉持“开门修制度”原则，慎重稳妥推进各项工作。在

开展调查研究、研讨论证和征求意见基础上，高质量完成制度起草

工作，并在陕西、河北、海南等6省份有序推动试点，确保制度试
点达到预期要求，具备全面实施条件。目前，新版制度进入全面实

施阶段，各级财政总会计核算功能升级改造和业务培训已全部高标

准完成。

链接：
https://h5.newaircloud.com/newsepaper/detail/10257_127095_15

40906_21274978_zgcjb.html

（2023年3月10日 中国财经报）

https://h5.newaircloud.com/newsepaper/detail/10257_127095_1540906_21274978_zgcjb.html
https://h5.newaircloud.com/newsepaper/detail/10257_127095_1540906_21274978_zgcjb.html


3月5日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今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其中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
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的代表委员和业内人士表示，

5%左右的增长目标与现阶段我国经济潜在增长动能相匹配，目标的

设定统筹兼顾发展质量与发展速度，有助于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展望今年，随着多项稳增长政策叠加发

力，我国经济增长有基础、有能力实现上述目标。

2022年，我国经济发展遇到国内外多重超预期因素冲击，但
党中央、国务院及时出台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力促经济企稳回升，

实现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3％。在全球范围内，这一经济增长速

度快于多数主要经济体。

对于2023年GDP预期增长目标设定在5%左右，全国政协委员、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钱智民认为，这个增长目标是深

入研判国内外形势和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提出的合理目标，既
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又统筹兼顾了发展质量和发展速度。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工商大学副校长龚六堂表示，从我国面

临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来看，5%左右的目标是一个合适的水平，同
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潜力相适应。

“短期来看，这一预期目标有利于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进

一步提振信心、引导预期；长期来看，有助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为实现2035年中长期增长目标创造条件。”

龚六堂委员说。

在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看来，此预期目标能够为
“稳就业”奠定坚实基础。经济增长对就业有较强带动作用，2023

年新增就业目标为城镇新增就业1200万人左右，5%左右的经济增长

能够促进该目标的实现。
多位业内人士预计，今年我国经济将经历一个回暖向上的过

程，我国经济增长有基础、有能力实现上述目标。

网址链接：

https://h5.newaircloud.com/detailArticle/21245275_44455_zgcj
b.html

（2023年3月6日 经济参考报）

10.数读政府工作报告｜GDP预期增长5%左右 统筹兼顾发展速
度与增长潜力

https://h5.newaircloud.com/detailArticle/21245275_44455_zgcjb.html
https://h5.newaircloud.com/detailArticle/21245275_44455_zgcjb.html


通读预算报告后，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范

子英用一个“难”字来形容2022年的预算执行情况。
范子英认为，2022年是近年来我国财政最为艰难的一年。全

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3703.48亿元，同比增长0.6%，为预算的

96.9%，没有达到100%。即使在2020年即新冠疫情暴发的第一年，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但也完成了预算的101.5%。

“受到大规模留抵退税和疫情多点暴发这两大预期和非预期

因素影响，2022年财政运行较为艰难。”范子英表示，去年上半年
尤其是二季度财政收入大幅下滑，下半年尤其是第四季度不断好转，

并在统筹挖潜、盘活资产资源的作用下，财政收入增速回升明显，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60609.17亿元，完成了预算的97.6%。

对于2023年的预算安排，在范子英看来，积极的财政政策加

力提效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财政赤字率按3%安排，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虽然没
有超过欧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3%红线标准，但也达到了

3%这一上限。

二是新增财政赤字5100亿元全部为中央财政赤字，加大中央
对地方转移支付力度。这种安排的主要逻辑是中央政府发行国债，

再通过转移支付的形式，把筹集到的资金转移给地方财政。这是一

个比较好的机制，相当于国债发挥了一般债券的作用，同时又不会
增加地方债务。

三是适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今年新增专项债务限

额38000亿元，比上年增加1500亿元，并适当扩大投向领域和用作
项目资本金范围，支持地方正常融资需求。加上去年余留的专项债

空间，今年的专项债总额度接近50000亿元。

四是为完善税费优惠政策腾挪空间。考虑到GDP增长5%左右，
以及去年财政收入低基数效应，今年财政收入增长6.7%的目标相对

“保守”，意在为今年完善税费优惠政策、适当延长个人所得税优

惠政策、结合实际新出台减税降费政策以及对存在困难的制造业中
小微企业适当延长缓税时间等腾挪空间。

网址链接：

https://h5.newaircloud.com/newsepaper/detail/10257_127008_1
540190_21261525_zgcjb.html
（2023年3月8日 中国财经报）

11.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范子英：“难”
中有“进” 持续发力

https://h5.newaircloud.com/newsepaper/detail/10257_127008_1540190_21261525_zgcjb.html
https://h5.newaircloud.com/newsepaper/detail/10257_127008_1540190_21261525_zgcjb.html


“今年的预算安排和财政政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强

调财政要做好各种统筹工作，在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基础上加
大对经济恢复发展的必要支持力度，增强宏观政策合力，并充分考

虑了未来一段时期财政收支形势的严峻性，树牢底线思维应对风险

挑战。可以预见，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作用将更直接更有效。”中央
财经大学副校长马海涛如是评价预算报告。

“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以更大规模支出来支持适度扩张的安

排，完成保持教育、医疗卫生、基层‘三保’等重点领域支出强度，
保持减税降费等政策连续性的目标。疫情持续三年，财政可动用的

往年结余收入有限，今年要加大政策实施力度，必然要上调赤字

率。”马海涛说，“疫情加深了市场主体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感受，

中长期投资信心不足将深刻影响市场主体的微观决策和宏观经济表

现。作为被公众认可的信心指标，赤字率的适度提高对提振市场主

体预期有着重要作用。”
近年来财政处于紧平衡，长期来看，上调赤字率是否会影响

财政可持续性？马海涛表示，总需求不足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

面临的突出矛盾，在经济下行压力亟须得到对冲的情况下，合理提
高赤字率，积极提振市场需求，不仅不会对财政可持续造成压力，

长期来看还有利于财政收入的增长，缓解财政压力。

预算报告提出，2023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在合理
增加和优化支出上再下功夫，注重与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科技政

策、社会政策等协同发力。马海涛表示，在当前市场需求收缩、信

贷意愿不足的局面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作用效果将被制约，财
政政策对经济实体施加直接作用的特征，赋予了其通过扩大有效投

资带动企业、家庭信贷需求回升的可能性。因此，今年财政政策应

主动发力，积极拓展政策空间，通过与其他政策工具的统筹配合进
一步释放国内超大规模市场潜力。

网址链接：

https://h5.newaircloud.com/detailArticle/21262428_46010_zgcj
b.html
（2023年3月8日 中国财经报）

12.两会关注 | 马海涛：以更大政策力度激发经济增长潜
能

https://h5.newaircloud.com/detailArticle/21262428_46010_zgcjb.html
https://h5.newaircloud.com/detailArticle/21262428_46010_zgcjb.html


由消费和投资构成的内需，是经济增长“主引擎”。

“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
要有效带动全社会投资”“通过高质量供给创造有效需求”……无

论是提请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还是提请审查的计划报告和预算报

告，都把全力做好扩大内需这篇大文章作为2023年的重点工作内容。
在计划报告中，“千方百计促消费的政策举措”和“加快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举措”两个专栏，引起代表委员关注。

让消费“跑起来”，关键是百姓“钱袋子”鼓起来。在计划
报告促消费政策专栏中，“增强消费能力”被摆在首要位置。

“当前扩大消费的核心在于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稳定就业

预期，恢复消费信心。”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杨成长

委员说，计划报告明确提出，“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特别是

提高消费倾向高、但受疫情影响大的中低收入居民的消费能力”，

抓住了当前稳消费的关键。
做好稳投资工作，是扩大国内需求的重要支撑。2022年，基

础设施投资和制造业投资两端发力，同比分别增长9.4%和9.1%，为

稳住宏观经济大盘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对于计划报告中专设的“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举措”

专栏，山西省长治市委书记陈耳东代表说，这体现了增强投资对优

化供给结构关键作用、强化战略性前瞻性布局的考量。“专栏中单
列的‘强化中小城市信息基础网络建设’，将为中西部中小城市搭

上数字经济快车提供支撑。”

政府工作报告强调，鼓励和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参与国家重大
工程和补短板项目建设，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

巨代表说，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传化将坚定信心、创新求变，加大

对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等投资布局，科技投资将保持年增长
50%。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是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手段。根据预算报

告，今年新增专项债务限额38000亿元，比上年增加1500亿元。

网址链接：

https://h5.newaircloud.com/detailArticle/21260553_44455_zgcj

b.html
（2023年3月8日 新华社）

13.两会报告解读丨促消费稳投资，从三个报告看扩大国内
需求



2022年厦门市分五批次共发行政府债券400.039亿元，为促进

经济社会平稳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在日前的中央国债登记
结算公司2022年度中债成员业务发展质量评价中，厦门市财政局获

评“地方债优秀发行人”称号。

2022年，厦门市财政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积极
向上争取地方政府债券额度，圆满完成全年筹资任务。市财政局精

准选择发行窗口、积极协调金融机构，保障了全年政府债券发行工

作的平稳顺利。一方面，深入研究全国债券市场形势，结合全国地
方债发行节奏、期限和市场环境的变化，调整投标区间下限，合理

设计债券期限，进一步降低了政府债券筹资成本。另一方面，创新

发债方式，在全省范围内发行柜台债，个人和中小机构投资者认购

踊跃，推动了多层次地方债市场发展。通过优化债券投向领域，保

障了全市重大项目建设，更好地发挥厦门市政府债券在扩内需方面

的关键作用。

网址链接：

https://difang.gmw.cn/xiamen/2023-

03/10/content_36421819.htm
（2023年3月10日 厦门晚报）

14.厦门2022年共发行政府债券4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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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计在于春，2023年，鞍山奋起在“春风里”。3月2日，

鞍山市城建项目开工暨奋力实现固投100亿誓师大会召开。大会明
确要全力推动226个城建项目及早开工、加快建设、早日达效，确

保早日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项目中包括道路修建工程、民生改造工程以及各城区、各相
关部门的城建工程。这些项目建设均是民生工程，事关群众生活质

量改善。

重大城建项目是城市发展的脊梁，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引擎”。市委、市政府对此高度重视，主要领导亲自挂帅、多次调

度。此时，我市吹响嘹亮的城建项目建设号角，体现了“起步即冲

刺，开局即决战”的工作导向，传递了全力“拼经济”的强劲信号。

为保证开工有实效，开工后，各项目将倒排工期，严格把控

工程关键节点时间，形成问题清单，按照问题清单一件一件去抓落

实。相关部门靠前服务，压紧压实手续办理责任和时限，保障项目
开工手续必须齐全。全市相关部门将在优化审批服务上狠下功夫，

在营造良好建设环境上狠下功夫。市直单位负责全市（含县市区）

本行业项目统筹调度，配合完成固投任务分解、手续办理情况、要
素存在问题等日常调度工作。各项目主体将配齐人员力量推动工作，

各地区发改、城建、统计等部门对应形成顺畅的联络机制，对于要

素保障问题早发现、早协调、早解决，保障重大项目及时开工。
以项目之“质”促发展之“效”。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鞍山市重大城建项目结构不断优化，在资金运用方面创新采取

PPP形式，引入央企作为社会资本方，不仅加大了项目的投入，而
且通过合作引进了更先进的运营模式。更利于改善城市投资环境，

补齐城市基础设施功能短板，提高地区经济社会运行基础，加快城

市发展速度。更好地助推鞍山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显著提升城市
形象，从而使鞍山城市品质得到极大升华，对于推动鞍山高质量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网址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tLkCm_bODxtd8W-QE0EmNQ

（2023年3月6日 国家PPP公众号）

15.辽宁鞍山采用PPP模式运用资金 全力推动226个城建项
目开工建设

https://mp.weixin.qq.com/s/tLkCm_bODxtd8W-QE0EmNQ


国际要闻



多伦多3月8日电 (记者 余瑞冬)为期4天的2023年加拿大国际

矿业大会8日在多伦多落幕。加拿大政府在大会期间宣布将投资近
3.6亿加元(约合2.6亿美元)用于推进关键矿产领域的相关研究、开

发及拓展等工作。

加官方在此次矿业大会期间着力推广加拿大作为关键矿产和清
洁技术首选供应者的角色，并公布多项举措。

加自然资源部长威尔金森宣布，加政府将投入逾3.44亿加元用

于支持该国关键矿产战略下的五个新计划和举措。其中包括，旨在
研发、示范及商业化新技术与工艺等的“关键矿产技术和创新项

目”，旨在提升数据和数字技术质量与可用性的“关键矿产地球科

学和数据计划”，意在加强关键矿产领域国际合作的“全球伙伴关

系项目”，旨在推进加拿大北部原住民地区的关键矿产相关议程的

“北部监管计划”，以及为“关键矿产卓越中心”提供运转资金等。

威尔金森还宣布批准“关键矿产研究、开发和示范计划”下的
六个项目，并为此提供1400万加元支持。上述拨款均来自加拿大的

关键矿产战略资金。

此外，加官方在此次矿业大会期间还宣布，向不列颠哥伦比亚
省相关原住民机构提供资金，用于推进关键矿产开发有关的宣介、

协调；与英国达成深化关键矿物供应链领域合作的共识。

加自然资源部表示，迈向全球净零经济的进程中，对关键矿产
及其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的清洁技术的需求正大幅提升。关键矿物不

仅是太阳能电池板和电动车电池等清洁技术的组成部分，也是提升

加拿大经济的全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加政府于去年12月发布其关键矿产战略，并为此提供38亿加元

的联邦资金，对从地球科学和勘探到矿物加工、制造及回收应用等

一系列行业举措提供支持。该战略对锂、石墨、镍、钴、铜和稀土
元素等31种关键矿产给予重点关注。加政府还收紧了对关键矿产领

域外国投资的审批。

网址链接：

https://www.chinanews.com.cn/gj/2023/03-
09/9968378.shtml

（2023年3月9日 中国新闻网）

1.加拿大政府宣布投入逾3亿加元推进关键矿产相关计划

https://www.chinanews.com.cn/gj/2023/03-09/9968378.shtml
https://www.chinanews.com.cn/gj/2023/03-09/9968378.shtml


当地时间3月10日，卡塔尔外交部表示，3月5日至9日在卡塔

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第五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上，包括多
国政府、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共承诺援助14亿美

元，以支持全球46个最不发达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卡塔尔方面表示，这些援助将以捐款、投资、贷款、援助、
发展项目、技术支持等形式发放。其中卡塔尔政府宣布向最不发达

国家捐款6000万美元，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宣布设立总额为1000万

欧元的最不发达国家旅游发展基金。
最不发达国家是指经联合国认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

人类发展指数最低的国家。截至2023年3月，全球共有46个国家被

联合国列为最不发达国家，其中33个位于非洲。第五次联合国最不

发达国家问题会议3月5日在多哈开幕，会议主题为“从无穷潜力到

繁荣发展”。

网址链接：

https://bj.bjd.com.cn/5b165687a010550e5ddc0e6a/contentShare/

5b16573ae4b02a9fe2d558f9/AP640ac140e4b03a6b6edd0867.ht

ml

（2023年3月10日 央视新闻）

2. 国际社会承诺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14亿美元援助

https://bj.bjd.com.cn/5b165687a010550e5ddc0e6a/contentShare/5b16573ae4b02a9fe2d558f9/AP640ac140e4b03a6b6edd0867.html
https://bj.bjd.com.cn/5b165687a010550e5ddc0e6a/contentShare/5b16573ae4b02a9fe2d558f9/AP640ac140e4b03a6b6edd0867.html
https://bj.bjd.com.cn/5b165687a010550e5ddc0e6a/contentShare/5b16573ae4b02a9fe2d558f9/AP640ac140e4b03a6b6edd0867.html


3月10日，日经新闻消息，日本政府3月9日发布称，作为外国

人取得安全保障上重要的日本国内企业股权之际的重点审查对象
（关键行业），将追加列入与半导体和蓄电池等9种物资相关的行

业。将加强对日本的企业活动和国民生活不可或缺的物资的监管，

加强供应链的确保和防止技术外流。
日本财务省等3月9日针对日本《外汇和外国贸易法》的相关

公告的修正案，启动了公众意见征集。预计今年夏季起适用。经过

修正后，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指定为“特定重要物资”的
11种物资将全部成为关键行业的对象。

此次的追加对象包括氯化钾等肥料、机床和工业机器人、蓄

电池、金属矿产物、金属3D打印机、永久磁体、制造设备等半导体

相关、天然气、船舶零部件这9种物资。要求在向制造和进口等相

关企业进行投资时要提前申报。

网址链接：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9043943.html

（2023年3月10日 界面新闻）

3.日本追加半导体等9行业为外国投资重点审查对象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9043943.html


根据 Plastics Recyclers Europe (PRE) 近日发表的数据

显示，在估约 17.5 亿欧元投资的推动下，2021 年欧盟已安装的
塑料回收产能增长 17% ，达到 1130 万吨。这种增长主要归功于

立法以及对该行业的大规模投资，以确保高质量的回收和实现循环

经济目标。
德国、西班牙、意大利、英国和法国作为装机产能最大的国

家脱颖而出，占市场份额 67%。与 2020 年相比，增长显着的公司

是波兰和荷兰。
PP & PE 软塑料及硬塑料各占西班牙总产能的 30%。另一方

面，PET 占德国总产能的 1/4 ，法国总产能的 1/3。

网址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M5NjM4NA==&ch
ksm=bdf3b2878a843b91fdd7e59b762284ab6887e41421259e1
48097b8eb68a798175197fe0da9c8&idx=2&mid=2662413768&
sn=512ce6596d0e1dd9f2513de3fc8a5a35

（2023年3月10日 废塑料新观察）

4. 17.5亿欧元1130万吨，数说欧盟塑料回收装机产能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M5NjM4NA==&chksm=bdf3b2878a843b91fdd7e59b762284ab6887e41421259e148097b8eb68a798175197fe0da9c8&idx=2&mid=2662413768&sn=512ce6596d0e1dd9f2513de3fc8a5a35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M5NjM4NA==&chksm=bdf3b2878a843b91fdd7e59b762284ab6887e41421259e148097b8eb68a798175197fe0da9c8&idx=2&mid=2662413768&sn=512ce6596d0e1dd9f2513de3fc8a5a35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M5NjM4NA==&chksm=bdf3b2878a843b91fdd7e59b762284ab6887e41421259e148097b8eb68a798175197fe0da9c8&idx=2&mid=2662413768&sn=512ce6596d0e1dd9f2513de3fc8a5a35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M5NjM4NA==&chksm=bdf3b2878a843b91fdd7e59b762284ab6887e41421259e148097b8eb68a798175197fe0da9c8&idx=2&mid=2662413768&sn=512ce6596d0e1dd9f2513de3fc8a5a35


胡志明市为完成2030海港货物吞吐量目标以及保证后续发展，

计划在该市芹耶县建设价值达53亿美元的国际中转港来促进海港货
物吞吐量，并进一步推进该市经济社会发展。

据胡志明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裴和安表示，2021年，胡志明

市各海港的实际货物吞吐量超过了1.64亿吨，预计到2030年将以
3.8%年均增速接近2.3亿吨。然而，到2030年各海港货物吞吐能力

仅为1.7亿吨，即和预计目标缺乏近6000万吨。因此，该市交通运

输局领导认为，2021-2030年阶段，有必要在芹耶县建设一个新海
港，靠港口实现突破以满足2023年后海港货运量增长的需求。

据港口设计咨询股份公司总经理范英俊表示，预计芹耶国际

中转港项目的码头规模为7.2公里，土地使用需求约为570公顷，投

资总额约53亿美元。该港口可停靠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船

（2.4万个标准箱）。另外，该项目预计将分为7期，其中一期将于

2024年动工，2027年投运，最后一期将于2045年建成。范英俊指出，
芹耶国际中转港每年将贡献约9万亿越盾，为约7000人创造就业岗

位，有效地减少了当地就业压力。该项目还有助于推动芹耶县经济

社会更上一层楼，进而巩固胡志明市作为区域乃至亚洲物流中心的
地位，使越南在海运领域上处于领先地位。

对于该项目的可行性，范英俊表示，芹耶完全具备形成一个

国际中转港的充要条件，其中包括靠近国际海上航线、自然深度、
交通联通、政策机制和与船队发展相关的必要条件等。同时，拥有

直接运输全球集装箱的一个海运公司是最重要的充分条件。范英俊

强调，凭借当今世界领先的集装箱航运公司——地中海航运公司的
投资承诺，芹耶国际中转港项目的可行性非常高，这对越南来说确

实是一个良机。关键词：水利工程新闻，海外工程

越南交通部副部长阮春创日前在胡志明市召开的芹耶国际中
转港规划工作会议上，已指示有关单位抓紧完成项目提案并制定符

合总体规划的区域规划，尽快提交总理批准。

网址链接：

https://www.seetao.com/details/205943.html

（2023年3月9日 见道网）

5. 投资总额约53亿美元！越南加速建设芹耶巨型国际中转
港

https://www.seetao.com/details/205943.html


沙特阿拉伯的通信技术市场正在快速增长，在利雅得举行ICT

指标论坛期间透露了在过去六年中，沙特王国的通信和空间与技术
委员会已投入930亿里亚尔（247亿美元）发展数字基础设施。

据CITC组织称，截至2022年，沙特王国的市场规模约为1540

亿里亚尔，是中东和北非地区发展最快、规模最大的数字基础设施
市场。它指出，沙特阿拉伯改进的数字基础设施有助于为客户提供

更好的服务质量，因为该王国的移动互联网速度现已超过每秒181

兆比特，为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是世界上移动互联网速度排名前
十的国家之一。

CITC行长Mohammed Al-Tamimi在论坛致辞中指出，沙特阿拉

伯已在王国各地区的21,000个村庄和移民区开通高速互联网服务，

确保超过500万人的通信服务连续性。 并且沙特的5G覆盖率已增至

53%，而利雅得已超过94%，光纤覆盖范围已达到370万沙特家庭。

同时，由于互联网服务使用量急剧增加，移动通信订阅率已达到该
国人口的172%，人均每日移动互联网数据消费量也超过1200MB，是

全球平均水平的三倍。

活动期间，CITC还发布了《2022年沙特互联网报告》，报告
指出2022年在线购买产品和服务的比例达到62.6%，其中女性以

74.4%的比例居首，男性为53.6%。 还指出，49.4%的互联网用户每

天花7个小时上网，到2022年，沙特人均移动互联网数据消费量达
到每月37GB。

网址链接：
https://www.seetao.com/details/206079.html

（2023年3月10日 见道网）

6. 250 亿美元！沙特阿拉伯过去6年不断投资数字基础设
施

https://www.seetao.com/details/206079.html


拜登政府在美东时间周三(3月8日)表示，将投入60亿美元资

金，加快钢铁、铝和水泥制造等高耗能行业的脱碳项目，这些行业
占到了美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近25%。

美国能源部表示，这一名为工业示范计划的项目将向技术开

发商、工业界、大学和其他机构提供竞争性拨款，用于支付旨在减
少工业排放的项目高达50%的成本。这些工业领域还包括了化学品、

陶瓷和造纸生产。

美国能源部称，该计划是美国总统拜登到2050年实现美国净
零排放目标承诺的一部分，同时也将有助于加强和确保美国未来几

十年在全球制造业中的领导地位。

美国能源部长格兰霍姆(Jennifer Granholm)表示，“今天宣

布的决定是我们重工业全面脱碳竞赛中迈出的令人兴奋的一步，这

将有助于大幅减少有害污染，同时确保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

格兰霍姆在休斯顿举行的CERAWeek年会上谈到该项目时还指
出，“该项目旨在为现有和新设施的项目提供资金。脱碳技术是值

得我们去学习的东西，随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复制和规模化。”

据悉，这笔拨款资金来自拜登2021年签署的《基础设施法案》
和他去年签署的《通胀削减法案》。

环保组织赞扬了该计划，并敦促美国能源部将至少40%的资源，

分配给那些正面临重工业污染影响的社区附近的设施。
致力于能源转型的非营利组织Industrious Labs钢铁部门总

监Hilary Lewis表示，这笔新资金是一个不容错过的机会，可以实

现美国初级钢铁制造业的现代化，减少对气候和健康有害的污染，
并创造就业机会。

“如果今天不投资，该行业有可能在绿色钢铁的竞赛中落

后，”Lewis称。

网址链接：

http://news.hexun.com/2023-03-09/207919082.html

（2023年3月9日 财联社）

7.确保美国制造业竞争力！拜登政府宣布拨款60亿美元用
于重工业脱碳

http://news.hexun.com/2023-03-09/207919082.html


当地时间7日，美国国会参议院举行听证会，就债务上限及违

约可能导致的后果展开讨论。与会金融界人士提出警告称，目前两
党就债务上限展开的对峙对美国经济造成了“严重威胁”。一旦发

生债务违约，将导致本就脆弱的经济立即进入衰退，上百万美国人

失去工作，并引发类似2008年金融危机的灾难性后果。
今年1月，美国联邦政府已经达到了31.4万亿美元的法定债务

上限，财政部采取临时支出措施来帮助政府避免债务违约。然而两

党目前仍在围绕提高债务上限进行讨价还价的争执，尚未达成协议。

网址链接：
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4BzcoOv56QT

（2023年3月8日 央视新闻客户端）

8.美金融界人士：债务违约将导致美经济立即进入衰退

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4BzcoOv56QT


丹麦8号启动了一个在北海海底储存二氧化碳的项目，成为世

界上第一个封存“进口二氧化碳”的国家。
丹麦王储弗雷德里克当天出席了在该国西部埃斯比约镇举行

的“二氧化碳海底封存”项目落成典礼。

据了解,这个“二氧化碳海底封存”项目由英国化工巨头英力
士和德国石油公司温特斯哈尔－迪亚共同经营。项目设置在一个废

弃油田的旧址上，二氧化碳在源头被收集后会进行液化，然后通过

船只或管道运输到这里加以封存。两家公司表示，在试运行阶段结
束后，这里每年将有150万吨温室气体被埋进海底1.8公里以下的砂

岩储层中。到2030年，项目将拥有每年处理800万吨温室气体的能

力。

“碳捕获与封存”技术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不仅成本高昂，

还面临许多争议。支持者认为，随着该技术的日益成熟，它将成为

一种解决气候问题的最终方案。但这种说法遭到一些环保人士的反
对，他们表示，这项技术治标不治本，温室气体并没有被消除，只

是延长了排放的时间。真要达到减排目标，还需要从源头的生产环

节控制温室气体的产生。

网址链接：

https://www.kankanews.com/detail/xeyojK4bR29

（2023年3月10日 看看新闻）

9.丹麦启动“二氧化碳海底封存”项目

https://www.kankanews.com/detail/xeyojK4bR29


全球规模最大的贸易协定迎来了最后一个签署国成员的批准。

周二，菲律宾参议院以20票同意、1票反对、1票弃权的结果
批准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核准书，扫清了协议在

该国国内的最后一个障碍。随后，菲律宾将向东盟秘书处提交核准

书，提交60天后协议将正式对菲律宾生效。
RCEP旨在降低成员国内的关税和开放服务贸易，取消了91%的

商品关税。覆盖范围包括澳大利亚、中国、日本、韩国、新西兰以

及东盟十国，影响至少21亿人，相当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30%左
右。2020年11月，包括菲律宾在内的15个国家签署了RCEP，协议已

经于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其他14个国家已经陆续批准了协议，

但是菲律宾的批准受到延误。

在前任总统杜特尔特时期，菲律宾政府就致力于推动协议在

国会通过。2021年9月，杜特尔特政府对核定书进行了行政批准，

并将其转交给参议院审议。不过，审议并未通过。2022年6月，杜
特尔特任期结束，接任的马科斯继续推动协定的落地。

RCEP协定在菲律宾参议院的阻力主要来自对农业的担心。在

周二的投票中，唯一一个弃权票来自总统的妹妹艾米·马科斯。她
指出农民团体担心进口产品会取代本地产品、扼杀当地农业。另外，

艾米还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本应领导此次关于RCEP的

听证会。由于她对RCEP协定的保守立场，参议院成立了一个临时小
组委员会来主持听证会。

针对此担心，参议院主席苏维里（Juan Miguel Zubiri）反

驳称，一些高度敏感的农产品不包括在关税自由化名单中，因此不
会扼杀当地的农业部门。另外，他还表示，加入RCEP后，预计到

2031年它将为菲律宾创造约140万个就业机会。

菲律宾贸易和工业部也出面澄清，表示猪肉、禽肉、土豆、
洋葱、大蒜、白菜、糖、胡萝卜和大米等农产品被排除在RCEP关税

减免名单之外，它们仍然受到关税保护。

10.最后一个签署国批准RCEP，菲律宾要做投资驱动型经济
体



“菲律宾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吸引投资者的能力，特别

是吸引外国资本的能力，”菲律宾国家经济和发展局局长巴利萨坎
（Arsenio Balisacan）在发布会上指出该国加入协定的主要诉求。

“批准协定书向世界表明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将按游戏规则行

事，投资在我们这里是安全的，”他说。
参议院主席苏维里也表示，在全球化经济中，菲律宾不能把

自己与其他国家隔离开来，甚至不能发出这样的信号。他稍早前表

示，由于菲律宾是最后一个批准RCEP的签署国，“企业和外国投资
者已经开始对我们的贸易和投资政策方向的一致性产生警惕”。

据菲律宾官员称，RCEP涵盖了该国约50.4%的出口市场、

67.3%的进口来源和58%的外国直接投资。

菲律宾智库Stratbase创始人Dindo Manhit撰文称，RCEP对菲

律宾向投资驱动型经济的转变至关重要，并使该国产业能够在一个

巨大的生态系统中繁荣发展，以应对当前的经济挑战和新冠大流行
对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挥之不去的影响。

马科斯政府将达成各种投资协议作为重要目标。据贸易和工

业部投资局 (DTI-BOI) 的最新数据，在今年年初的短短六周内，
本届政府就完成了其全年投资批准目标（1万亿比索）的近一半。1

月的投资批准数额达到4143亿比索。其中大部分来自德国（1570亿

比索），其次是荷兰（27亿比索）、日本（5.24亿比索）和美国
（5.09亿比索）。涉及行业包括可再生能源市场、基础设施、制造

业、信息技术和业务流程管理等。

贸易和工业部部长帕斯夸尔 (Alfredo Pascual) 表示，目前
手头仍有约3440亿比索的潜在投资待处理，他预计在今年年中之前，

就能达成全年目标的80%-90%。

另据贸易和工业部的一份报告，自去年7月正式上任以来，马
科斯的出国访问共招商了116个投资项目，价值3.48万亿比索，其

中来自中国的投资额最高，达到1.33万亿比索。

网址链接：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8952197.html

（2023年2月22日 界面新闻）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8952197.html


瑞士联邦经济事务秘书处当地时间3月7日宣布，瑞士去年出

口了价值9.55亿瑞士法郎的军用物资，比上一年增长约29%，占瑞
士商品出口总额的0.25%。

2022年，瑞士共向60个国家出口了军用物资，最大客户是卡

塔尔，其他排前几位的国家分别是丹麦、德国、沙特阿拉伯和美国。
按大陆划分，对欧洲出口占50.4%，虽排名第一，但与2021年相比，

有所下降；其次是亚洲，占36.1%，增长最为强劲。

俄乌冲突背景下，瑞士根据中立法规定的平等待遇原则及
《联邦战争物资法》相关规定，禁止向参与国际武装冲突的国家出

口军用物资。

网址链接：
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4BzYZ6CN60g

（2023年3月8日 央视新闻客户端）

11. 2022年瑞士出口价值达9.55亿瑞士法郎军用物资

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4BzYZ6CN60g


据英国《泰晤士报》7日报道，澳大利亚依据澳英美联盟防务

协议，有望向英国而非美国采购核潜艇。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国防研究中心主管约翰·布拉克斯兰

说，澳方青睐尺寸相对较小的英制核潜艇，主要是从艇员配置规模

考虑。一些军事专家持相似观点。
英国《太阳报》上月爆料称，英国政府已与澳方达成原则性

协议，供应采用英方设计、至少部分在英国建造的核潜艇，其每艘

造价约20亿英镑（约合164.7亿元人民币）。有媒体报道，英方将
把英国海军订购的“阿伽门农”号和“阿金库尔”号两艘“机敏”

级攻击核潜艇转卖给澳方，预计分别于2024年和2026年完工。

“机敏”级核潜艇长97米，满载排水量7400吨。

就上述报道，英国政府方面回应说，围绕核潜艇交易的“磋

商仍在继续”。

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定于8日前往美国，与美国
总统约瑟夫·拜登、英国首相里希·苏纳克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

美国海军基地会晤。有媒体披露，三国领导人将讨论共享最保密核

技术事宜。
据美国“最新防务网站”报道，澳方采购核潜艇的另一种方

案是反应堆由英方制造，艇身由美方提供。美英澳三国领导人可能

在会后宣布相关方案。
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三国政府于2021年9月宣布建立三边安

全伙伴关系“澳英美联盟”，美英将帮助澳海军建立核潜艇部队，

在澳建造8艘核潜艇。三国还将共享网络、人工智能、量子技术以
及未做说明的水下军事能力。一些国际军备控制专家指出，美英帮

助澳大利亚建核潜艇存在核材料和核技术扩散风险，将冲击全球核

不扩散机制。

网址链接：

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4BzoAPAYrvK

（2023年3月8日 央视新闻客户端）

12.澳大利亚或向英国采购核潜艇

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4BzoAPAYrvK


当地时间3月8日，欧盟27个成员国的国防部长在瑞典首都斯

德哥尔摩与乌克兰防长列兹尼科夫举行会议，讨论如何向乌克兰增
加弹药供应。

据法新社8日报道，欧盟各国防长在当日会上表示，由于乌军

武器弹药消耗迅速，乌克兰目前严重缺乏155毫米重型榴弹炮炮弹。
列兹尼科夫泽在会上表示，“我们的首要任务是防空系统，还有弹

药、弹药和弹药。”

会议讨论了欧盟外交政策机构制定的计划，第一部分是从此
前设立的“欧洲和平基金”中动用10亿欧元，让成员国在几周内将

库存中的炮弹送到基辅。

但目前尚不清楚欧盟各国在保证自身需求的情况下能够向乌

克兰提供多少炮弹。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博雷利表示，

“我不知道库存量是什么样的水平，这也是我们今天聚在一起的原

因。”
计划的第二部分是汇集欧盟与乌克兰的需求，下达大规模联

合订单，以激励弹药生产商提高产能。

欧盟希望在3月20日的外长会议前，就向乌克兰运送弹药的计
划达成共识。

网页链接：

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4BzrVh9CaJx

（2023年3月8日 澎湃新闻）

13.欧盟各国防长会面，讨论动用10亿欧元“和平基金”采
购弹药

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4BzrVh9CaJx


中新社东京3月10日电 (记者 朱晨曦)日本央行10日结束了为

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决定继续维持超宽松货币政策。
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继续把短期利率维持在负

0.1%的水平，并通过购买长期国债，使长期利率维持在零左右。现

为“0.5%左右”的长期利率上限也维持不变。
日本央行预计，短期和长期利率将保持在当前或更低水平。

日本央行在声明中指出，随着新冠疫情影响和供给侧限制的减弱，

日本经济预计将复苏。不过，受世界经济及能源价格、疫情变化的
影响，日本经济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

在购债方面，日本央行重申国债购买量没有限制，将ETF年度

购买上限维持在约12万亿日元不变。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将于4月

8日结束任期。本次会议是他任期内最后一次货币政策会议。

自2013年3月就任日本央行行长以来，黑田东彦任期已长达10
年，为日本央行140余年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行长。

据报道，日本国会参议院当日召开全体会议，通过日本央行

下一任行长提名人选以及两名副行长提名人选。日本政府2月14日
向国会正式提名经济学家植田和男出任下一任央行行长，日本国会

众议院已于3月9日表决通过提名人选。

网址链接：

https://news.cctv.com/2023/03/10/ARTIEkVQMS4L19YY0HzI1B
3K230310.shtml?spm=C94212.PBi4fu284lJm.EqrnPf7WDfbU.24

（2023年3月10日 中国新闻网）

14.日本央行维持超宽松货币政策

https://news.cctv.com/2023/03/10/ARTIEkVQMS4L19YY0HzI1B3K230310.shtml?spm=C94212.PBi4fu284lJm.EqrnPf7WDfbU.24
https://news.cctv.com/2023/03/10/ARTIEkVQMS4L19YY0HzI1B3K230310.shtml?spm=C94212.PBi4fu284lJm.EqrnPf7WDfbU.24


英国商会（BCC）周三预测，今年英国经济的萎缩幅度将小于

预期，并且能够避免出现标志着技术性衰退的连续两个季度负增长。
这一乐观展望与英国经济的其他指标一致，包括最近几周采

购经理人指数（PMI）和消费者信心数据的改善。

英国商会预测，在2022年底经济活动增强后，今年的国内生
产总值（GDP）将下降0.3%，降幅小于此前预测的1.3%。

官方数据显示，在2022年最后一个季度零增长后，英国经济

勉强避免了衰退。
按季率计算，2023年第一季度GDP预计将下降0.3%，第二季度

将出现零增长，2023年第三和第四季度将分别增长0.2%。

英国商会预计明年英国经济将增长0.6%，而英国央行上个月

预测，2024年英国经济将收缩0.25%。

英国是七国集团中唯一一个尚未恢复到疫情前规模的经济体，

英国商会预测，英国要到2024年最后一个季度才能恢复到这一水平。
虽然消费者和企业仍面临两位数通胀的打击，但英国商会预

计，英国第四季度通胀将降至5%，到2024年底将降至1.5%。

该协会预计英国央行的利率到今年年底将比现在高出25个基
点，达到4.25%，然后到2024年底降至3.5%。

网址链接：

https://news.10jqka.com.cn/20230310/c645408139.shtml

（2023年3月10日 金融界）

15.英国商会预测今年GDP将下降0.3% 但将避免衰退

https://news.10jqka.com.cn/20230310/c64540813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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