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方政府储备土地靠银行

贷款将成为历史。继去年中央

层面发文以地方债取代土地储

备银行贷款后，2017 年我国将

试点推出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

项债券，进一步规范土地储备

融资行为。

财政部、国土资源部 1 日联

合对外发布《地方政府土地储备

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试行）》，明

确将允许各省级政府发行土地

储备专项债券，以合法规范方

式保障土地储备项目的合理融

资需求。这是我国首次以地方

政府性基金收入项目分类发行

专项债券，标志着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管理迈出重要一步。

土地储备是地方政府稳定

土地市场、落实调控职能的有

效手段，2015 年以前地方土地

储备资金的来源以银行贷款为

主。为加强对地方政府举债融

资行为的监督、遏制政府债务

过快增长势头、防范政府债务

风险、保障地方政府合理融资

需求，2015 年起实施的新预算

法规定，地方政府应当通过发行

地方政府债券方式举借债务，除

此以外不得以其他任何方式举

债。

2016 年初，财政部、国土资

源部等四部门印发《关于规范土

地储备和资金管理等相关问题

的通知》，明确各地不得再向银

行业金融机构举借土地储备贷

款，土地储备融资需求应当通过

省级政府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方

式解决。

两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此

次发布的《办法》从额度管理、预

算编制、预算执行和决算、监督

管理、职责分工等方面，对开“正

门”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土地储备

专项债券提出具体要求，有助于

从机制上堵住融资平台公司等

企业冒用土地储备名义进行抵

押担保融资的“后门”“歪门”，防

范违法违规举债或变相举债、挪

用土地储备资金等行为发生。

韩 洁 郁琼源

我国将发行地方政府土
地储备专项债遏制违规
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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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再推三大措施 将为企业减
负1200亿元

据国家统计局 6 月 1 日公布

的数据显示，2017 年 5 月份，中国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为

51.2%，与上月持平，持续高于临界

点，制造业稳定增长。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

高级统计师赵庆河分析认为，5

月份制造业发展主要呈现出四
个方面的特点，首先，市场供需

两端持续扩张。生产指数为

53.4%，低于上月 0.4 个百分
点，但比去年同期上升 1.1 个

百分点，生产增长总体稳定。新
订单指数为 52.3%，与上月持

平，高于去年同期 1.6 个百分

点。
其次，消费品制造业增速

有所加快。消费品制造业 PMI
为 53.8%，分别高于上月和制

造业总体 1.6 和 2.6 个百分点。

三是中小型企业活力有所增

强。国家出台的一系列针对中小型

企业的减税降费、金融服务等政策

效应有所显现，企业生产经营持续

改善。

同时，企业对市场预期较为乐

观。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

56.8%，分别高于上月和去年同期

0.2%和 1.7%。

分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 PMI

为 51.2%，虽低于上月 0.8 个百分

点，但仍高于临界点；中小型企业

PMI 为 51.3%和 51.0%，分别比上月

上升 1.1 和 1.0 个百分点，其中，小

型企业 PMI 连续 3 个月上升，年内

首次升至扩张区间。

同时发布的 2017 年 5 月份的

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4.5%，环比上升 0.5 个百分点。由

于非制造业没有综合指数，通常以

商务活动指数来反映非制造业经

济的总体变化。

5 月，在中国非制造业 PMI 各

单项指数中，新订单、新出口订单

和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上

升，升幅在 0.4-1.4 个百分点之间；

其余各主要指数环比有所下降，降

幅在 0.1-1.4 个百分点之间。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

长蔡进认为，5 月份，非制造业商务

活动指数有所上升，继续保

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其
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回

升较为明显，说明经济结构

优化升级的动力在进一步
增强。5 月份指数显示，有利

于经济稳中向好的积极因
素在不断积累。

一是反映企业采购活

动的批发业供需表现活跃，
企业经营持续稳步推进。二

是零售业商务活动指数大
幅上升，网络消费相关的邮

政寄递活动延续快速发展

趋势，住宿和景区服务业等与旅

游消费相关行业指数持续上升，

反映出大众消费活跃，消费驱动

的引领作用继续增强。三是土木

工程建筑业的新订单指数环比升

幅明显，基础建设投资对稳增长

的可持续性在增强。同时，指数也

反映各地实施的房地产调控措施

效应正在显现。 渊中华工商时报冤

5 月制造业 PMI 指数为 51.2%

中小型企业活力增强

5 月 17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

进一步减少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和降低物

流用能成本，为企业减负助力，一年将减轻

企业负担约 1200 亿元。同时，部署以试点示

范推进《中国制造 2025》深入实施，促进制造

业转型升级。

“当前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不少企业面

临经营困难。大力实施降费，有利于增强经

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

策与治理研究院院长胡怡建表示。

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政府工

作报告》部署，围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会议确定，在

落实好前期已出台涉企减负政策的基础上，

再推出一批新的降费措施。

一是降低企业物流成本。取消电网公司

向铁路运输企业收取的电气化铁路还贷电

价，等额下浮铁路货物运价。将货运车辆年

检和年审依法合并，减轻检验检测费用负

担。取消甘肃、青海、内蒙古、宁夏四省（区）

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加大鲜活农产品绿

色通道政策实施力度。

“物流业的高成本、低效率成为阻碍经

济发展的关键要素，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

收费，有利于降低企业物流成本，便捷群众

出行，对促进经济发展将起到推进作用。”中

央财经大学教授谭云明表示。

“二级公路收费有时比高速还贵，不过，

好在越来越多的省份取消二级公路收费，不

仅降低了运输成本，而且减少了运输时间，

提高了自己的收入。”一位跑运输的货车司

机对记者说。

二是推进省级电网输配电价改革，合理

降低输配电价格。扩大发电企业和用户直接

交易规模。调整电价结构，通过取消工业企

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降低重大水利工程建

设基金和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征

收标准、适当降低脱硫脱硝电价等措施，减

轻企业用电负担。采取降低管道运输价格、

清理查处乱收费等措施，降低省内天然气管

网输配价格。

对于工业企业来说，用电成本一直是主

要的成本投入。专家认为，扩大发电企业和

用户直接交易规模，让用电企业和发电企业

直接自主交易，这将给用电企业带来实实在

在的减负红利。

三是减少经营服务性收费。行政审批

部门开展技术性服务一律由其自行支付费

用。取消行业协会商会不合理收费项目，对

保留的项目降低偏高收费标准。规范金融

机构收费行为，深化商业车险改革减轻企

业保费负担。

分析人士表示，此次再减少涉企经营服

务性收费，将会降低实体经济运行成本和制

度性交易成本，减轻企业实际负担，也将使

得政府的各类税费更加公平、公正和公开。

实施上述措施，一年将减轻企业负担约

1200 亿元。会议要求，对各类乱收费行为要

抓典型，坚决曝光、重拳治理。全面推开涉企

收费公示制，各级地方政府要在年内对外公

布涉企收费清单。

渊自证券日报 包兴安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