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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_E5_9C_B0_

E6_96_B9_E8_9E_8D_E8_c46_646773.htm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

高风险使得有关部门无法再坐视不理。 日前获悉，财政部正

在牵头制定一份旨在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文件，其中很

重要的一条原则是，地方政府和人大所开具的“担保函”无

效。 规范举债和担保行为 知情人士日前向记者透露，规范地

方政府融资平台担保承诺行为，已成为相关部门的共识。财

政部正在牵头研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发展和风格，目前文

件尚在各部门之间征求意见，但地方政府和人大“担保函”

应属无效这一大的原则应该不会变。 担保不规范是大部分地

方融资平台的“通病”。银行为防范贷款风险，通常都会要

求借款人提供融资担保。为了让融资平台公司能从银行获得

贷款，地方政府想方设法向银行出具各种形式的担保，这当

中既有地方人大、政府出具的还贷支持性文件，也有地方财

政出具还本付息的承诺函。 然而一纸“担保函”并不能降低

这一借贷行为的风险，因为真正使用资金的地方政府相关部

门，并未向银行提供有价值的地方财政收支决算报表等依据

。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指出，去年，财政部代理

发行了2000亿地方债，但对于地方融资需求来说，还只是杯

水车薪。后续估计更多的地方还想融资，但其融资平台很低

端，不规范。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负债水平十分

令人担忧。央行去年四季度披露的数据显示，全国3800多家

地方融资机构，管理总资产8万亿元，地方政府的负债已达5

万亿元，平均负债率高达60%以上。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



的一份报告显示，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资产负债比例有的

高达80%以上，政府隐形债务负担过重。地方政府往往通过

多个融资平台公司从多家银行获得信贷，形成“多头融资、

多头授信”的格局，银行有时难以把握地方政府的总体负债

和财政担保承诺情况，造成债务管理非常混乱。 因此，有专

家呼吁，除了规范担保行为之外，有关部门还应对地方政府

融资平台设定合理的负债率水平，控制地方政府负债总量。 

地方融资信贷审批或放缓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

所长巴曙松日前接受本报专访认为，在政府及相关监管机构

的调控下，预计地方政府融资会有所收缩。商业银行在新增

贷款控制方面，可能将减缓对地方融资平台的信贷审批；在

增量放贷方面，对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控制也将进一步增强

。 但巴曙松坦承，在不允许直接举债以及债券市场发展严重

滞后的前提下，银行贷款依然是地方政府筹集资金的主要渠

道，这个过程可能会伴随着整个城市化的进程，以及地方政

府职能的逐步转变的过程。来源：www.100test.com 除了银行

贷款以外，城投债这一融资方式也一直是地方政府所倚重的

。根据中国债券信息网数据，2009年上半年发行的城投债达

到62只，融资总额超过800亿元人民币。然而这一融资途径也

面临收紧的局面，到了去年下半年，城投债审批速度明显减

缓，数据显示，2009年三季度，城投类企业债仅发行6只，合

计142亿元。 银行贷款和城投债的收紧，将使得地方政府面临

新的融资难题。贾康表示，地方政府融资的发展，在市场经

济和分税分级财政体制模式下，有其必然性，目前又加上了4

万亿元项目配套资金的强大需求，对其做出简单禁止是行不

通的，要“治存量、开前门、关后门、修围墙”，打造一套



可控风险和可持续运行的地方“阳光融资”的制度和法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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