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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介绍一揽子增量政策 四大举措回应市场关切 

联合资信  研究中心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 2024 年 10 月 12 日举行新闻发布会，财政部介绍“加大

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作为落

实 9 月 26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的系列增量政策的财政部分，财政部提出四大举

措，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推动经济稳中向好。 

第一，加力支持地方化解政府债务风险，较大规模增加债务额度，支持地方化

解隐性债务。财政部表示通过此举，地方可以腾出更多精力和财力空间来促发展、

保民生。最近几年，地方政府在统筹发展与安全过程中，使用了大量资金投入进了

保增长中。有相当资金的收益率比较低，叠加土地财政的剧烈调整，地方政府财政

收支平衡压力较大，这产生了地方金融机构财务风险、地方企业应收账款增多等外

溢收缩性影响。财政部抓住为地方政府化债增添低成本、新资金的方式，将有效缓

解外溢的宏观收缩效应，对逆周期调控具有关键意义。体量上来看，财政部表示新

增资金规模将是近几年较大的，参考 2024 年新增 1.2 万亿元特殊再融资债券的规

模，预计新增化债资金体量在 2 万亿元左右。 

第二，发行特别国债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提升银行抵

御风险和信贷投放能力，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目前，银行面临净息差不断下

降，房贷资产的违约率有所上升的困境，这在一定程度带来了宏观收缩效应。价格

因素的关键支撑是货币，没有银行的扩表，货币逆周期调节的传导也将受限。通过

特别国债支持补充资本金，将为银行扩表提供弹药，与货币政策相呼应。历史上，

财政通过特别国债补充银行资本金，也有成熟的参考经验。预计，这项措施也将很

快得到落实。体量上，参考未来银行继续降低存量房贷利率的需要，这项资金估计

也在万亿规模。这通过银行的杠杆效应，将有效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第三，叠加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专项资金、税收政策等工具，支持推动房

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房地产市场首要任务还是要“保交房”，恢复市场对于房地产

建设、运营主体的信心，从而为房屋销售、融资运营打开通道。财政部表示，将运

用专项债资金购买存量住房。这将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同时，为房地产相关企业消化库存提供资金，相关收入也可以用来保交房，回应消

费者关切。这些真金白银是真正的源头活水，与保障性住房再贷款一起促进房地产

市场止跌回稳。体量上，参考 2024 年专项债资金 3.9 万亿元，拿出 2025 年专项债

额度的三分之一，也就是 1.3 万亿元左右资金，将实质性为房地产企业提供流动性

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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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加大对重点群体的支持保障力度，下一步还将针对学生群体加大奖优

助困力度，提升整体消费能力。财政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作用，不仅要在供给侧发

力，也要在需求侧，为家庭提供切实补贴，提高社会整体消费能力。通过财政部相

关表述可以判断，未来“两新”资金还将进一步增加，在特别国债 3000 亿元基础

上继续增长；居民养老资金增长幅度将保障家庭生活水平的合理预期。 

关于这场新闻发布会，最后有四点值得特别说明。一是，财政部表示“逆周期

调节绝不仅仅是以上的四点，这四点是目前已经进入决策程序的政策，我们还有其

他政策工具也正在研究中。比如中央财政还有较大的举债空间和赤字提升空间。”

随着经济形势发展，财政政策也将出现连续、全面的政策调整，不断为资金困难的

家庭、企业、地方政府提供资金支持。二是，时间上，具体财政资金额度或要等十

月底人大会议。此次发布会没有对具体的资金数目进行说明，市场预期这要等待最

近一次的人大会议，通过相应的法定程序才能看到具体的数值。需要市场各方耐心

等待。三是，财政更多是从解决市场主体资金困境出发，更大规模的消费刺激调整

方案可能要更大综合性的政策层面出台。四是，财政收支困境是切实存在的，因此

2025 年赤字率或有实质性增加，特别国债也将迎来大体量发行，这将增加利率债

供给，对债券市场带来一定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