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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引领经济前行，多领域协同发展：
国新办“一揽子增量政策”新闻发布会解读

本次新闻发布会上透露的信息充分体现出宏观政策的连续

性和可持续性，更好地兼顾总量与结构，引领多领域协同

发展，经济基本面长期持续向好。具体而言，政策将会对

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建设、专项债和政府投融资、民间投

资等领域产生持续影响，一系列政策彰显出对我国经济发

展的坚定信心与强大支撑。

文‖中国投资咨询 吴赟

2024年“十一”假期后国新办的首场新闻发布会，依然紧扣“一揽子

增量政策”。发布会上透露的信息充分体现出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可持续

性，更好地兼顾总量与结构，引领多领域协同发展，经济基本面长期持续

向好。具体而言，政策将会对如下三大主要方向产生持续影响。

一、加大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建设，推动经济与区域均衡发展

国家发改委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是稳定经济增

长的重要手段。一方面，要加大“十四五”102项重大项目的建设，确保

明年底所有项目收官；另一方面，中央预算内投资将继续支持基础性、公

益性、长远性项目，加快补足我国现代化建设、环境保护的短板，弱项。

国家发改委明确，将提前下达2025年1000亿“两重”项目清单与1000亿元

的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并在10月底计划完成。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刘

苏社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政府投资方面，今年近6万亿元的政府投资

绝大部分已经落实到具体项目，目前正在加快形成更多的实物工作量。另

外，社会资本参与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取得了巨大进展，要不断规范实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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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

经济

中央对于地方债务化解的思路有较大的转变：一是从过去

的应急处置向现在的主动化解转变，二是从“点状式排

雷”向整体性除险转变，三是从隐性债、法定债“双轨”

管理向全部债务规范透明管理转变。总的来说，本轮化债

政策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是一个极大利好。通过较大规模增

加债务额度，支持地方化解隐性债务，用时间换空间，地

方可以腾出更多精力和财力来促发展、保民生，并在发展

中逐步解决债务问题。

文‖中国投资咨询 王小文

12万亿！最大力度化债措施出炉，地方
如何把握？

2024年10月1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财政部部

长蓝佛安等多位有关领导介绍“加大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本次新闻发布会之所以备受关注，主要是财政部

提出的支持地方化解隐性债务的政策，将各方预期“拉满”。

11月8日下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在北京闭幕，会

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国务院关于提请

审议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的议案〉的决议》。随后，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行新闻发布会，财政部部长蓝佛安介绍相关情

况，近年来力度最大的支持债务化解方案正式出炉。

根据蓝佛安部长介绍，本次会议批准6万亿元债务限额，未来5年将特

殊新增专项债券4万亿，加上视同从隐债扣减的棚户区改造隐性债务2万

亿，共计12万亿。

12万亿的化债举措无疑是一场政策“及时雨”，对地方政府而言可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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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解财政部通报

8起隐性债务问责典型案例

2024年9月19日，财政部公布《关于八起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责典型

案例的通报》，这是2022年5月以来，财政部第四次针对新增政府隐性债

务的案例通报。财政部此举再次表明，中央将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对新增

隐债和化债不实等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

2018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

本次典型案例涉及国有企事业单位代政府融资、代理银行

垫付资金、垫资建设政府投资项目、化债不实、违规运作

特许经营项目等类型，均为各地实践中经常遇到的情况，

警示意义明显。本次通报再次彰显中央对新增政府隐性债

务终身问责、倒查责任的坚强决心和坚定意志。在中央一

揽子化债深入推进的过程中，要坚决防止一边化债一边新

增，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妥善处置和化解隐性债务存

量。

文‖中国投资咨询 王小文

类型 地区/单位 新增隐债⾦额 

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代政府融资 天津市 

天津港保税区 

73.97 亿元 

辽宁省营⼝市 

鲅⻥圈区 

19.96 亿元 

吉林省通化市 

梅河⼝市 

3.4 亿元 

江⻄省抚州市 

东乡区 

2.98 亿元 

垫资建设政府投资项⽬ 湖南⽯油化⼯ 

职业技术学院 

4.5 亿元 

化债不实 内蒙古⾃治区 

包头市 

0.68 亿元 

代理银⾏垫付资⾦ 海南省临⾼县 8.4 亿元 

违规运作特许经营项⽬ 宁夏回族⾃治区 

永宁县 

3.2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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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投数据资产入表，到底怎么做？

近年来，“数字中国”政策引领下，数据经济价值不断显现。2024年

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

的意见》对外公布，推动加快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充分释放公共数据

要素潜能。各地城投公司作为手持公共服务领域数据的“数据大户”，积

极在数据资产入表与融资试点工作中发挥“急先锋”的示范作用。

理想情况下，数据的资产化既可成为城投公司优化管理效益、开拓数

据产品经营性业务的良好抓手，又可推动城投公司优化资产负债表，助力

其缓解对融资性现金流的“燃眉之急”。然而，数据资产的价值透明度远

不如传统实物资产，数据确权难、数据产品成本归集难、数据产品收入与

成本匹配难，以及数据安全等问题正在实践中困扰着数据资产入表的先行

者们。

基于数据资产的入表与融资活动笼罩在金融风险的迷雾中，令城投公

司想要尝试，却又难以迈开步子。“需求强，实操难”的背景下，城投企

城投公司感到数据资产入表“难做”，其中既有制度建设

不健全、市场环境不成熟等客观原因，也有城投公司自身

可优化的主观因素。由此观之，做好数据资产入表工作，

城投公司可从持续做好全周期数据管理工作，持续加强数

据产品开发与应用模式创新，持续优化数据资产评估、入

表、融资工作等三方面提升自身工作，通过金融守正创

新，撬动数据资产价值的最大化利用。

文‖中国投资咨询 王仁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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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全面实施水资源费改税试点，旨在解决现行水资源费

制度问题、促进节水和合理用水、增加地方自主财力，主

要遵循四方面原则：实现平稳转换、强化分类调控、体现

地区差异、调动地方积极性。水资源费改税试点不仅能够

解决当前水资源管理中的问题，还能为全国范围内的水资

源管理提供有力的支持，确保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文‖中国投资咨询 杜彦峰

全面推进水资源税改革：开启水资源管理新篇章

近日，财政部、税务总局、水利部联合印发了《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

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宣布自2024年12月1日起全面实施水资

源费改税试点。这一政策的实施，是在2016年7月1日起在河北、北京、天

津等10个省（区、市）开展的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至全

国范围。此次改革具有重大意义，将对我国水资源管理和保护产生深远影

响。

一、政策背景

我国水资源匮乏，人均资源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且分布不均，许多

省份面临水资源短缺问题。2016年我国开始采取水资源费改税试点，河北

作为极度缺水省份成为首个试点地区，随后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

山东、河南、四川、陕西、宁夏等9个地区也纳入试点范围。2019年通过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正式将水资源费改税试点写入法律。2016

年7月以来，我国已先后在河北、北京、天津等10个省（区、市）开展了

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在抑制地下水超采、转变用水方式、促进节水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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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新一轮

新型城镇化战略行动下的城市更新

2024年10月8日，国家发改委召开“系统落实一揽子增量政策扎实推

动经济向上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持续向好”新闻发布会，刘苏社副主任在

答记者问时表示：“我国城市发展已经进入了增量建设和存量更新并重的

阶段，可以说今后一个时期，城市改造更新的任务将越来越重。以城市重

要的‘里子工程’地下管网建设改造为例，有关方面预计在未来五年需要

改造的城市燃气、供排水、供热等各类管网总量将近60万公里，投资总需

求约4万亿。一揽子增量政策明确，要加强城市更新的重点建设，下一步

将结合职能，继续统筹用好各类资金，提前安排相关项目的清单和投资计

划，加快推动符合条件的项目开工建设，同时健全完善可持续的更新改造

机制，积极推进城市基础设施提升改造，尽快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的短板，

充分释放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巨大潜力，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由此可以看出，一方面，城市发展和治理过程中，城市更新将是重点

建设方向，也将是新一轮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逐步改变中国城市发展质

城市发展和治理过程中，城市更新将是重点建设方向，也

将是新一轮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逐步改变中国城市发展

质量的政策发力点。未来新一轮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市

更新行动的重点围绕改善民生、城市安全以及绿色智慧建

设的方向开展，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城市更新实施“面子”

和“里子”工程，带来城市面貌、居民生活质量和安全韧

性的改变，为城市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文‖中国投资咨询 张财 张琦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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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扰着我国二手车行业的不仅仅是“价格战”，长期存在

的评估不透明、售后不到位等问题，同样严重影响着行业

的健康发展。推动我国二手车行业进一步健康发展，政府

应牵头规划二手车产业全链条布局，二手车市场应联合有

关部门完善信息流通体系，监管方应设立市场监管与投诉

机制，产业链各方应共同以规范交易商品、全面革新高品

质后市场服务体系、配件供应链整合、保险金融服务线上

化等多重措施，共同促进二手车产业链的重塑和升级。立

足产业长远发展，预计未来5年，我国二手车市场有望整

体保持波动式增长态势，依然具备高价值发展潜力。

文‖中国投资咨询 段亦潇

困扰二手车行业的，不只是“价格战”

近日，来自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的一份报告引发广泛关注。这份《关于

当前汽车经销商面临资金困境和关停风险相关情况的紧急报告》指出，

“价格战”使得进销倒挂严重，汽车经销商出现大面积亏损。据协会

分析，2024年1月至8月，“价格战”已致使新车市场整体零售累计损失

1,380亿元，这一数字不可谓不触目惊心。

来自新车“价格战”的压力和“寒意”，也传导到了二手车市场。

据统计，2024年8月，我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降至156.61万辆，环比下降

2.69%，二手车利润空间不断被压缩，二手车交易量持续下滑，直接导致

二手车商资金周转困难，库存积压严重，部分二手车商生存状况堪忧。

但是，困扰着我国二手车行业的不仅仅是“价格战”，长期存在的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