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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增发：
支持灾后恢复重建、提升防

灾减灾救灾能力的必要之举

今年以来，我国多地遭遇暴
雨、洪涝、台风等灾害，部分地区
受灾严重、损失较大，地方灾后恢
复重建任务较重。同时，近年来
各类极端自然灾害多发频发，对
我国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出了更
高要求。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8月17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
汛抗洪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
作。会议提出，“加快恢复重建”

“进一步提升我国防灾减灾救灾
能力”。

这些重点工作离不开“真金
白银”的保障。财政部相关负责
人表示，尽管年初预算已经安排
了相关常规救灾和防灾减灾资
金，但难以满足提升防灾减灾救
灾能力的需要。

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
系主任刘怡看来，叠加化解地方
政府债务风险、保障“三保”支出

等因素，地方通过自有财力大幅
增加相关领域资金安排的余地较
小。

“增发 2023 年国债，是党中
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
重要举措。”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
示，以强有力的资金保障有关工作
落实，集中力量支持灾后恢复重建
和弥补防灾减灾救灾短板，整体提
升我国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从国际上看，不少国家也会
在年中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
况进行一些预算调整。”中国财政
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石英华说，根
据今年我国的灾情，中央财政增
发国债、调整预算，是务实之举，
体现了财政加力保障重点支出的
导向。

如何使用：
增发国债将于四季度发行

资金全部安排给地方

据了解，结合灾后恢复重建
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需要，并统
筹财政承受能力，中央财政将于

四季度增发 2023 年国债 10000
亿元，并通过转移支付方式全部
安排给地方。其中，今年拟安排
使用 5000 亿元，结转明年使用
5000亿元。

“中央财政增发国债，但具体
资金使用全部都在地方，这有助
于缓解地方财政收支压力，进一
步优化了财政支出结构，也进一
步优化了债务结构。”石英华说。

资金使用方面，据财政部介
绍，将重点用于八大方面：灾后恢
复重建、重点防洪治理工程、自然
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其他重
点防洪工程、灌区建设改造和重
点水土流失治理工程、城市排水
防涝能力提升行动、重点自然灾
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工程、东北
地区和京津冀受灾地区等高标准
农田建设。

“此次资金使用安排跨越今
明两年，体现了政策的连续性。
资金使用方向兼顾了当下和长
远，在支持灾后恢复重建、保障民
生的同时，还着力补短板、强弱
项，加强抵御自然灾害的长期能
力建设，有利于促进高质量发

展。”石英华说。
此次增发的国债将在今年四

季度发行。“我们将及时启动国债
发行工作。目前，财政部已对四
季度国债发行计划作出调整，为
增发国债留出空间。”这位负责人
说。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
政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项目
审核把关，尽快将资金落到具体
项目。财政部还将及时下达国债
项目预算，推动加快形成实物工
作量。

“国债资金投入使用后，也有
利于带动国内需求，有助于进一
步巩固经济回升态势。”刘怡说。

怎样管理：
中央预算相应调整 增发国

债资金纳入直达机制

在增发国债之后，2023年中
央预算也作出相应调整。

据了解，2023年中央本级支
出不变，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比
年初预算增加 5000 亿元；地方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相应增加

5000 亿元，支出增幅由 5.2％提
高至7.4％。

与此同时，财政赤字也相应
增加。2023 年全国财政赤字由
38800 亿元提高至 48800 亿元，
中央财政赤字由 31600 亿元增
加到41600 亿元，预计财政赤字
率由3％提高到3.8％左右。

近年来，中国政府负债率低
于其他世界主要经济体。在刘怡
看来，当前我国政府具有增发国
债的空间，此次增发后风险整体
可控。

万亿元的国债资金，如何管
好用好？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下
一步，将充分利用直达机制，将国
债支出资金全部纳入财政直达资
金范围，实施全流程跟踪监测，确
保资金按规定用途使用。

“我们还将组织财政部各地
监管局建立常态化监管机制，盯
紧盯牢国债资金使用，严查挤占
挪用国债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有效防范政府债务风险。”这位负
责人说。

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

透视我国增发2023年国债1万亿元的深意
24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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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发国债和2023年中央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明确中央财政将在今年四季度增发2023年国债1万亿
元。增发2023年国债目的何在？增发的国债用于何处？万亿元的国债资金如何管理？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闭幕
表决通过新修订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爱国主义教育法等
决定任命阴和俊为科学技术部部长、蓝佛安为财政部部长

习近平签署主席令 赵乐际主持会议

新华社北京 10月 24日电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
议 24 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闭幕。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
订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爱国主义
教育法；决定免去李尚福的国务
委员、国防部部长职务，免去秦刚
的国务委员职务，免去王志刚的
科学技术部部长职务、任命阴和
俊为科学技术部部长，免去刘昆
的财政部部长职务、任命蓝佛安
为财政部部长。国家主席习近平
分别签署第 12、13、14 号主席
令。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

常委会组成人员162人出席
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
委会关于批准国务院增发国债和
2023 年中央预算调整方案的决
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
授权国务院提前下达部分新增地
方政府债务限额的决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
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哥伦比亚共和国关于移管被判
刑人的条约》的决定、关于批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毛里求斯共
和国引渡条约》的决定、关于批准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
约关于打击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
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补充议定
书》的决定、关于批准《亚洲相互
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秘书处及其
人员、成员国代表特权与豁免公
约》的决定、关于加入《国际航标
组织公约》的决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监
察和司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
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社会
建设委员会分别提出的关于十四
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交付
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

的报告。
会议经表决，免去李尚福的

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
会议经表决，任命刘少云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

案。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

鸿忠、王东明、肖捷、郑建邦、丁仲
礼、郝明金、蔡达峰、何维、武维
华、铁凝、彭清华、张庆伟、洛桑江
村、雪克来提·扎克尔，秘书长刘
奇出席会议。

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最高

人民法院院长张军，国家监察委
员会、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同志，
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各
省区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
分副省级城市人大常委会主要负
责同志，部分全国人大代表，有关
部门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举行第七讲专题讲座，赵
乐际委员长主持。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李春
临作了题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快
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的讲座。

新华社北京 10月 24日电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
会议10月24日表决通过了第十
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提前下达
部分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
决定。这有利于加快地方政府
债券发行使用进度，保障重点领
域重大项目资金需求，发挥政府
债券资金对稳投资、扩内需、补
短板的重要作用。

根据决定，授权国务院在授
权期限内，在当年新增地方政府

债务限额（包括一般债务限额和
专项债务限额）的 60％以内，提
前下达下一年度新增地方政府债
务限额。授权期限为决定公布之
日至2027年12月31日。

2018 年 12 月，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

了关于授权国务院提前下达部分
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决定。
授权期限为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2年12月31日。目前上述授
权已到期。

日前，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
议上，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副部

长朱忠明作了关于提请审议授权
提前下达部分新增地方政府债务
限额的议案的说明。他介绍，经
国务院批准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
备案，财政部分别向各地提前下
达了2019年至2023年新增债务
限额合计 11.01 万亿元，每年上

半年各地都基本完成了提前下达
新增债务限额发行工作。总体来
说，充分发挥了提前下达制度对
扩大政府投资、完善预算管理的
积极作用。

24日表决通过的决定指出，
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根据经济
形势和宏观调控需要，国务院在
每年第四季度确定并提前下达下
一年度部分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
额的具体额度。提前下达的分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情况，及时
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备案。

国务院可继续提前下达
部分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