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政府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全省政府债务管理,切实防范政府债务风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

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四川省政府性债务管理办法的通知》 (川府发〔2015〕3 号)等有关

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政府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对象为省本级、市(州)本

级、县(市、区)级政府。

第三条　 各级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政府债务风险评估和预

警,研究制定应急处置预案,防范化解债务风险。

(一)财政部门是政府债务风险防范管理的牵头部门,具体负

责组织开展债务风险评估、风险预警、应急处置等工作。

(二)发展改革部门负责按照相关规定严格控制债务高风险

地区政府投资新开工项目。

(三)审计部门负责对政府债务进行审计监督,促进规范和完

善债务管理,防范化解债务风险。

(四)金融监管部门负责加强对相关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根

据职能职责协调所监管金融机构,为政府债务风险评估和风险防

范化解提供条件。

第四条　 政府债务风险评估以债务管理系统数据、年度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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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决算报表、年度部门决算报表以及相关统计数据为基础,确保评

估结果客观公正。

第五条　 政府债务风险评估结果应当及时反馈评估对象,通

报相关部门(单位)并以适当形式予以公开。

第六条　 政府债务风险评估主要指标为综合债务率、一般债

务率、专项债务率;辅助指标为新增债务率、偿债率、逾期债务率。

(一)综合债务率。 该指标综合反映地方政府动用当期财政

收入满足政府债务偿还需求的能力。 公式为:

综合债务率= (一般债务余额+专项债务余额)÷债务年限
(一般公共预算可偿债财力+政府性基金预算可偿债财力)×发展能力调整系数

×一般债务调整系数+专项债务调整系数
2

×100%

(二)一般债务率。 该指标反映地方政府动用当期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满足一般债务偿还需求的能力。 公式为:

一般债务率= 一般债务余额÷债务年限
一般公共预算可偿债财力×发展能力调整系数

×一般债务调整系数×100%

(三)专项债务率。 该指标反映地方政府动用当期政府性基

金预算收入满足专项债务偿还需求的能力。 公式为:

专项债务率= 专项债务余额÷债务年限
政府性基金预算可偿债财力×发展能力调整系数

×专项债务调整系数×100%

上述公式中:

1. 一般公共预算可偿债财力为一般公共预算财力扣除按照有

关规定必须用于基本财力保障的人员经费、公用经费、民生保障以

及其他必保支出部分;政府性基金预算可偿债财力为政府性基金

预算财力扣除按照有关规定必须开支或计提的各项成本性支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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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性支出。

2. 发展能力调整系数反映收入依存度、收入波动状况、经济发

展水平对偿债能力的影响。 公式为:发展能力调整系数 = 收入依

存度×收入稳定性×GDP 增长水平。 其中:收入依存度采用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及返还性收入之和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返还性收入

及转移支付收入之和的比重与全省平均值比较确定;收入稳定性

采用连续 5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的变动值与全省平均值比较

确定;GDP 增长水平采用连续 5 年 GDP 平均增速与全省平均值比

较确定。

3. 一般债务调整系数反映一般债务新增债务率、偿债率、逾期

率对债务风险的影响程度,由某地区该指标与全省平均值比较确

定。 公式为:一般债务调整系数 =一般债务新增债务率调整系数×

一般债务偿债率调整系数×一般债务逾期率调整系数。

4. 专项债务调整系数反映专项债务新增债务率、偿债率、逾期

率对债务风险的影响程度,由某地区该指标与全省平均值比较确

定。 公式为:专项债务调整系数 =专项债务新增债务率调整系数×

专项债务偿债率调整系数×专项债务逾期率调整系数。

(四)新增债务率。 该指标反映政府债务增长速度,分一般债

务新增债务率和专项债务新增债务率。 公式为:

一般债务新增债务率=一般债务余额增长额
一般债务余额

×100%

专项债务新增债务率=专项债务余额增长额
专项债务余额

×100%

(五)偿债率。 该指标反映政府当期偿债压力,分一般债务偿
—4—



债率和专项债务偿债率。 公式为:

一般债务偿债率= 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含线下债务还本支出)

×100%

专项债务偿债率= 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含线下债务还本支出)

×100%

(六)逾期债务率。 该指标反映政府债务当期流动性风险,分

一般债务逾期率和专项债务逾期率。 公式为:

一般债务逾期率=一般债务逾期额
一般债务余额

×100%

专项债务逾期率=专项债务逾期额
专项债务余额

×100%

第七条　 根据政府债务风险评估结果实施预警。 综合债务率

高于(含)100% 的地区,或一般债务率、专项债务率两项同时高于

(含)100% 的地区,列入风险预警名单;综合债务率低于 100% 但

高于(含) 80% 的地区,或一般债务率、专项债务率有一项高于

(含)100% 的地区,列入风险提示名单。

第八条　 债务风险相对较高地区,应当提出切实可行的债务

风险化解规划,经本级政府批准后报上级财政部门备案。

(一)被列入风险预警名单地区,应当优先安排偿债准备金、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预备费以及能够统筹安排的结余资金用于偿

还债务;统筹安排新增一般公共预算(包括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政府性基金预算财力用于偿还债务;调整支

出结构,除基本支出和必保民生支出外,其余财政资金优先用于偿

还债务;处置非公益性资产用于偿还债务;采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

作(PPP)等多种方式将政府债务转化为企业债务。 同时,不得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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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政府债务余额,确因重大自然灾害或实施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

部署需要新增政府债务的,由省政府在国务院批准的全省债务限

额内统筹考虑。

(二)被列入风险提示名单地区,应当提出有针对性的风险防

控方案。 一般债务率较高的地区应当统筹一般公共预算财力,通

过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等

方式加大债务偿还力度;专项债务率较高的地区应当通过统筹政

府性基金预算财力、调入专项收入等方式加大专项债务偿还力度。

全面关注新增债务率、偿债率、逾期债务率对政府债务风险的影

响。 新增债务率较高的地区应当加大债务偿还力度,控制新增债

务规模;偿债率较高的地区应当合理制定中长期偿债计划,避免债

务集中偿还;逾期债务率较高的地区应当合理安排自身财力和置

换债券,切实加大逾期债务偿还力度。

第九条　 未列入风险预警或提示名单的地区,应当排查风险

隐患,合理控制政府债务规模和增长速度。 一般债务规模增长应

与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增长相协调;专项债务规模增长应与

对应的政府性基金和专项收入增长相协调。

第十条　 各级政府应当制定应急处置预案,出现偿债危机时

按照应急处置预案启动处置程序,并及时报上级政府,确保债务风

险处于可控范围内。

第十一条　 各级财政部门具体组织开展本行政区域内政府债

务风险评估和预警工作,原则上每年开展 1 次,根据工作需要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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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债务风险较高地区增加评估和预警频次。

第十二条　 市县级政府可以根据本地区实际,按照从严控制

的原则,增加风险评估指标。

第十三条　 建立债务风险通报制度。 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结

果每年通报 1 次。 财政厅通报风险预警名单和风险提示名单,市

县级财政部门通报本地区债务风险状况。

第十四条　 省政府根据风险预警和风险提示名单,结合政府

债务风险状况、风险防控努力程度等情况,对相关地区主要负责人

进行约谈,对连续 3 年被约谈的地区进行全省通报。 市(州)政府

结合本地实际建立约谈和通报制度。

第十五条　 财政部门将债务风险评估结果作为政府债务限额

控制、债务管理考核评价和核定下达新增债券额度的重要依据;审

计部门将政府债务风险管控情况纳入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

等审计范围;组织人事部门将政府债务风险管控情况作为对领导

干部进行考核、任免、奖惩的重要参考。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财政厅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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