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 川 省 财 政 厅 
 

2020 年四川省政府再融资一般债券（九期） 
及再融资专项债券（四期）信息披露文件 
 

一、债券概况 

（一）基本情况 

2020 年四川省政府再融资一般债券（九期）及再融资专项

债券（四期）发行总额 143.1536 亿元，债券期限均为 7 年，全

部是再融资债券，品种为记账式固定利率附息债券。债券利息按

年支付，发行后可按规定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和证券交易所债

券市场上市流通，债券到期后一次性偿还本金并支付最后一次利

息。具体债券信息如下： 

债券名称： 2020 年四川省政府再融资一般债券（九期） 
2020 年四川省政府再融资专项债券（四期）     

发行规模：
发行总额 143.1536 亿元，其中一般债券 54.642 亿元、

专项债券 88.5116 亿元。 

债券期限： 均为 7 年期 

债券利率： 固定利率 

付息方式： 债券利息按年支付，最后一次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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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方式 

2020 年四川省政府再融资一般债券（九期）及再融资专项

债券（四期）通过招标方式发行。四川省财政厅于招标日通过财

政部上海证券交易所政府债券发行系统组织招投标工作，参与机

构为 2020 年四川省政府债券公开发行承销团成员。招标发行具

体安排详见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印发〈2019 年四川省政府债券

公开招标发行兑付办法〉的通知》、《关于印发〈2019 年四川省

政府债券招标发行规则〉的通知》、《关于发行 2020 年四川省政

府再融资一般债券（九期）及再融资专项债券（四期）有关事项

的通知》等。 

（三）募集资金投向说明 

按照财政部要求，一般债券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专项债

券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2020 年四川省政府再融资一般债

券（九期）资金主要用于偿还 2017 年四川省政府定向承销置换

一般债券（五期）到期本金；2020 年四川省政府再融资专项债

券（四期）主要用于偿还 2015 年四川省政府定向承销置换专项

债券（一期）和 2017 年四川省政府定向承销置换专项债券（五

期）到期本金。到期债券具体情况如下： 

债券名称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期

限 

发行规模

（亿元）

票面

利率
还本付息日 

发债拟偿还

金额（亿元）

2017 年四川省政府定向承

销置换一般债券（五期） 
1706211 

17 四川定

向 09 
3 年 56.544 4.04% 2020-8-24 54.642 

2017 年四川省政府定向承

销置换专项债券（五期） 
1706215 

17 四川定

向 13 
3 年 66.203 4.04% 2020-8-24 65.3942 

2015 年四川省政府定向承

销置换专项债券（一期） 
1568009 

15 四川债

09 
5 年 23.79 3.66% 2020-8-14 23.1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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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用评级情况 

经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评定，2020 年四川省政

府再融资一般债券（九期）及再融资专项债券（四期）信用级别

均为 AAA。在各期债券存续期内，四川省财政厅将委托中债资信

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每年开展一次跟踪评级。 

三、全省中长期经济规划情况 

《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已经

四川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规划坚持“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深入实施“三大发展战略”，

明确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推进转型发展，加快形成

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统筹推进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确保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实现由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跨越、由总体小康向全面小康

跨越。 

“十三五”时期，四川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是：保持高于全

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基

础上，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7%以上，到 2020 年地区生产总值

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以上，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全面提

高，城乡差距缩小。健全就业、教育、文化、社保、医疗、住房

等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公民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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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文明程度普遍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文化产

业成为支柱性产业。生态建设和环境治理取得显著成效，生产方

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向低碳、绿色转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实现重大突破，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

形成，法治政府基本建成。 

《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内容

参见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十三五”规划专栏。 

四、四川省经济、财政和债务有关数据 

一、地方经济状况 

2017－2019 年经济基本状况 

年份 

项目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36980.2 42902.1 46615.8

    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8.1 8.0 7.5

    第一产业增加值（亿元） 4262.4 4427.4 4807.2

    第二产业增加值（亿元） 14328.1 16056.9 17365.3

    第三产业增加值（亿元） 18389.7 22417.7 24443.3

产业结构  

    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 11.6 10.3 10.3

    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 38.7 37.4 37.3

    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 49.7 52.3 52.4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10.2 10.2 10.2

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681.0 899.4 980.5

    出口额（亿美元） 375.5 504.0 563.8

    进口额（亿美元） 305.5 395.4 4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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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17480.5 18254.5 20144.3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30727 33216 36154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12227 13331 14670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年＝100） 101.4 101.7 103.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年＝100） 106.5 103.6 100.4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上年＝100） 108.3 105.3 100.6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本外币）（亿元） 73079.4 77391.0 83121.8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本外币）（亿元） 49144.1 55390.9 62493.8

  二、财政收支状况（亿元） 

（一）近三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 

           年份 

项目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省本级 全省 省本级 全省 省本级 全省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91.3 3911 789 4070.7 795 4120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434.4 9707.5 1574.3 10349.6 1862.6 9593.4

转移性收入 5362 6359.1 5788.7 6684.4 5038.7 5270.8

转移性支出 5526.8 546.7 5780.5 408 4248.2 74.4

地方政府一般债券收入 1231.3 1231.3 978.1 978.1 277 277

（二）近三年政府性基金收支 

政府性基金收入 61.8 3828.8 70.6 4181.2 54.6 2600

政府性基金支出 93.1 4033.7 48.5 4374.8 81.9 4351.6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收入 952.5 952.5 1235.1 1235.1 1210 1210

（三）近三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9.5 68.2 13 94.2 11 107.9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15.8 77.5 10.3 84.5 14.9 134.1

（四）近三年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情况 

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还本支出 28 469 32.9 557.6 67.1 848.5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还本支出 0 153 0 379.2 0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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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方政府债务状况（亿元） 

截至 2019 年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10577 

2019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11731 

注：1、经济数据由四川省统计局提供,2018 年地区生产总值相关数据依据全国第四次经济普查结

果修订数，2019 年数据为初步数。 

2、财政数据中 2018 年为决算数，2019 年为预算执行数,2020 年为预算数。 

 

五、四川省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 

（一）四川省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截至 2019 年末，全省政府债务余额 10577 亿元，严格控制

在国务院批准的政府债务限额 11731 亿元内。分类型看：一般债

务 5888 亿元，专项债务 4689 亿元。分级次看：省级 735 亿元，

市级 3342 亿元，县级 6499 亿元。 

（二）四川省加强债务管理、防范债务风险的政策措施 

四川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积极采取有

效措施完善相关制度机制，切实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一是加强政府债务管理。将债务收入、支出、还本、付息、

发行全面纳入预算管理。督促市县和省级部门通过安排年度预算

资金、盘活存量资金等偿还政府债务，发行适当规模再融资债券

偿还到期债券本金。督促各地将政府债券还本付息资金纳入年初

预算，确保政府债券还本付息资金得到有效保障。建立完善市县

政府债务管理绩效评估办法和指标体系，着力提高市县政府债务

管理水平。 

二是缓释到期偿债压力。2019 年全省到期地方政府债务 939

亿元，发行地方政府再融资债券 768 亿元，各级地方自筹资金偿



- 7 - 
 

还政府债务 171 亿元，确保到期债券按时偿还，切实维护了四川

信誉，缓释了当期偿债压力。探索发行超长期的 20 年期债券 172

亿元、30 年期债券 352 亿元，延长了全省债务年限，债务期限

结构得以优化，有助于降低风险。 

三是强化新增债券管理。进一步优化债券额度分配和项目安

排，重点支持长江经济带发展、“一带一路”建设、新一轮西部

大开发、乡村振兴等中央重大战略和省委“一干多支、五区协同”

“四向拓展、全域开放”决策部署落地实施。进一步完善新增债

券项目库管理，做好专项债券项目库与发展改革部门重大建设项

目库等协同衔接，加强优质成熟项目筛选储备，规范项目准备、

项目建设、运营和还本付息等全生命周期管理。进一步优化债券

期限结构，积极发行长期债券，确保期限与还本付息能力相匹配。

积极推进组合使用专项债券和市场化融资工作，加大专项债券用

于项目资本金力度，进一步发挥好专项债券稳增长、稳投资作用。 

四是实施风险监测预警。按照政府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暂行

办法，以债务率为主要指标，对省、市、县三级政府债务风险进

行评估，定期通报风险预警结果。继续约谈政府债务高风险地区

政府负责人，督促高风险地区采取有效措施逐步化解风险。 

五是强化举债监督问责。省政府已将债务管理情况纳入对市

（州）政府目标考核和县域经济考核范围；将政府性债务的举借、

管理、使用、偿还和风险管控情况纳入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

任审计范围。建立地方政府举债终身问责和债务问题倒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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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继续违法违规融资举债的，坚决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问责一

起、曝光一起。 

 

附件：2020 年四川省政府再融资一般债券（九期）及再融 

资专项债券（四期）项目投向 

       

 

 

     

四川省财政厅 

2020 年 8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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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 年四川省政府再融资一般债券（九期）及 

再融资专项债券（四期）项目投向 

 
 

项目 金额（亿元） 偿债资金来源 

（一）2020 年四川省政府再融资一般债券（九期） 

合计 54.642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交通运输 25.711 

市政建设 5.8067 

保障性住房 14.1305 

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0.72 

教科文卫社保 2.5015 

农林水利建设等其他 5.7723 

（二）2020 年四川省政府再融资专项债券（四期） 

合计 88.5116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

入 

交通运输 6.5932 

市政建设 17.517 

保障性住房 51.1415 

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1.5546 

教科文卫社保 1.185 

农林水利建设等其他 10.52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