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合〔2023〕238 号 

 

 

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对 2023年四川省政府专项债

券（一至七期）的信用状况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估，确定 2023 年四

川省政府专项债券（一至七期）信用等级为 AAA。 

 

特此公告 

 

 

 

 

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一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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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四川省政府专项债券（一至七期） 

信用评级报告 

评级结果： 

债券名称 
发行规模

（亿元） 

期限

（年） 

信用

等级 

2023 年四川省城乡基础设

施建设专项债券（一期）-

2023 年四川省政府专项债

券（一期） 

7.9100 5 AAA 

2023 年四川省城乡基础设

施建设专项债券（二期）-

2023 年四川省政府专项债

券（二期） 

12.2170 7 AAA 

2023 年四川省城乡基础设

施建设专项债券（三期）-

2023 年四川省政府专项债

券（三期） 

96.5795 10 AAA 

2023 年四川省城乡基础设

施建设专项债券（四期）-

2023 年四川省政府专项债

券（四期） 

58.4970 15 AAA 

2023 年四川省城乡基础设

施建设专项债券（五期）-

2023 年四川省政府专项债

券（五期） 

155.5080 20 AAA 

2023 年四川省城乡基础设

施建设专项债券（六期）-

2023 年四川省政府专项债

券（六期） 

15.9600 30 AAA 

2023 年四川省城乡基础设

施建设专项债券（七期）-

2023 年四川省政府专项债

券（七期） 

4.4200 30 AAA 

 

评级时间：2023 年 1 月 11 日 

 

 

 

 

 

 

 

 

 

 

 

 

 

 

 

 

 

 

 

 
 

 

评级结论 

基于四川省的总体经济发展、财政实力、债务状况、

政府治理水平和政府债券偿还能力的综合分析，联合资信

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资信”）认为 2023

年四川省政府专项债券（一至七期）（以下简称“本批专

项债券”）到期不能偿还的风险极低，确定本批专项债券

的信用等级为 AAA。 

 

评级观点 

1．四川省位于中国西南部，是对接国家向西向南开

放、打造“一带一路”以及长江经济带联动发展的战略纽

带和核心腹地，自然资源丰富，交通网络日趋完善，且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战略地位重要，持续得到中央政府多方

面的大力支持。 

2．四川省经济持续增长，经济总量居全国前列，GDP

增速有所波动，但整体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产业结构不断

优化，产业转型升级路径明确，固定资产增速较高。 

3．四川省综合财力持续增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稳

步增长，转移性收入对综合财政收入贡献程度较高，中央

补助收入规模大且持续性好；政府性基金收入持续上升，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是政府性基金收入的主要来源，

房地产市场波动将对政府性基金收入产生一定的影响。 

4．四川省政府性债务规模持续增长，且总体规模较

大，为防范政府性债务风险，四川省债务管理制度不断完

善，为防范政府性债务风险提供了保障，总体债务风险可

控，未来仍有一定的融资空间。 

5．本批专项债券偿债资金纳入四川省政府性基金预

算管理，四川省政府性基金收入总计对本批专项债券保障

程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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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评级使用的评级方法、模型： 

名称 版本 

地方政府信用评级方法 V3.0.202006 

地方政府信用评级模型 V3.0.202006 

注：上述评级方法和评级模型均已在联合资信官网公开披露 

 

本次评级模型打分表及结果： 

指示评级 aaa 评级结果 AAA 

评价内容 
评价 

结果 

风险 

因素 
评价要素 

评价 

结果 

经济实力与

政府治理水

平 

A 

经济实

力 

地区经济规模 1 

地区经济发展质量 2 

政府治理水平 2 

财政实力与

债务风险 
F2 

财政实力 1 

债务状况 2 

调整因素和理由 
调整 

子级 

-- -- 

注:经济及政府治理风险由低至高划分为 A、B、C、D、E、F 共 6

个等级，各级因子评价划分为 6 档，1 档最好，6 档最差；财政实

力及债务风险由低至高划分为 F1－F7 共 7 个等级，各级因子评价

划分为 7 档，1 档最好，7 档最差；财政及债务指标为近三年加权

平均值；通过矩阵分析模型得到指示评级结果 

 

分析师：崔 莹  谢艺菲 

邮箱：lianhe@lhratings.com 

电话：010-85679696 

传真：010-85679228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号 

中国人保财险大厦 17层（100022） 

网址：www.lhratings.com 

 

基础数据： 

注：1．地方政府直接债务限额及余额的小数点位数与公开披露数据保持一致；

2．城镇化率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2020 年末常住人口采用四川省第七次全国人

口普查公报数据；3．联合资信计算地方政府债务率的公式为，地方政府债务率

=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综合财力（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上级补助

收入），下同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统计年鉴、

四川省本级和全省财政决算、四川省财政厅提供等 

 

评级历史： 
 

项目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46615.8 48598.8 53850.8 

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7.5 3.8 8.2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 55660 58080 64323 

三次产业结构 10.3:37.3:52.4 11.4:36.2:52.4 10.5:37.0:52.5 

工业增加值（亿元） 13365.7 13428.7 15428.2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10.2 9.9 10.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21343.0 20824.9 24133.2 

进出口总额（亿元） 6765.9 8081.9 9513.6 

城镇化率（%） 53.79 56.73 57.82 

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24703 26522 29080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亿元） 4070.83 4260.89 4773.15 

其中：税收收入（亿元） 2888.74 2967.20 3334.86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率（%） 7.7 4.7 12.0 

上级补助收入（亿元） 5221.64  6225.66  5615.86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亿元） 11968.93 13284.28 13711.95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合计（亿元） 10348.17 11198.54 11215.69 

财政自给率（%） 39.34 38.05 42.56 

政府性基金收入（亿元） 4184.74 4782.78 4951.48 

地方综合财力（亿元） 13477.21  15269.34  15340.49  

地方政府直接债务余额（亿元） 10577 12743 15237.5 

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亿元） 11731 13987 16293.0 

地方政府负债率（%） 22.69 26.22 28.30 

地方政府债务率（%） 78.48 83.45 99.33 

债项信

用等级 
评级时间 项目小组 评级方法/模型 评级报告 

-- -- -- -- -- 

  

http://www.lhratings.com/
http://www.lhratings.com/file/68acfc61-0893-4782-9d2f-0d3c6c4e40d5.pdf
http://www.lhratings.com/file/d97a3a5b-d7b8-4291-8ad4-efcd35f76ed1.pdf
http://www.lhrating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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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一、本报告版权为联合资信所有，未经书面授权，严禁以任何形式/方式复制、转载、

出售、发布或将本报告任何内容存储在数据库或检索系统中。 

二、本报告是联合资信基于评级方法和评级程序得出的截至发表之日的独立意见陈

述，未受任何机构或个人影响。评级结论及相关分析为联合资信基于相关信息和资料对

评级对象所发表的前瞻性观点，而非对评级对象的事实陈述或鉴证意见。联合资信有充

分理由保证所出具的评级报告遵循了真实、客观、公正的原则。 

三、本报告所含评级结论和相关分析不构成任何投资或财务建议，并且不应当被视

为购买、出售或持有任何金融产品的推荐意见或保证。 

四、本报告不能取代任何机构或个人的专业判断，联合资信不对任何机构或个人因

使用本报告及评级结果而导致的任何损失负责。 

五、本报告系联合资信接受四川省财政厅委托所出具，引用的资料主要由四川省财

政厅或第三方相关主体提供，联合资信履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义务，但对引用资料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联合资信合理采信其他专业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但联合资信不对专业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承担任何责任。 

六、除因本次评级事项联合资信与四川省财政厅构成评级委托关系外，联合资信、

评级人员与四川省财政厅不存在任何影响评级行为独立、客观、公正的关联关系。 

七、本次信用评级结果仅适用于本批专项债券，有效期为本批专项债券的存续期；

根据跟踪评级的结论，在有效期内评级结果有可能发生变化。联合资信保留对评级结果

予以调整、更新、终止与撤销的权利。 

八、任何机构或个人使用本报告均视为已经充分阅读、理解并同意本声明条款。 

  

http://www.lhrating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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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四川省政府专项债券（一至七期） 

信用评级报告 

一、主体概况 

四川省，简称“川”或“蜀”，是中国省级

行政区，省会为成都市。四川省位于中国西南部，

与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青海、甘肃和陕西

7 省（自治区、直辖市）接壤，全省面积 48.6 万

平方公里，辖 21 个地级市（州）、183 个县（市、

区）。根据《2021 年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截至 2021 年末，四川省常住人口

8372 万人，较上年末增加 1 万人，其中城镇人

口 4840.7 万人，乡村人口 3531.3 万人；常住人

口城镇化率 57.82%，较上年末提高 1.09 个百分

点。2021 年，四川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53850.8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较上年增长 8.2%；根

据年末常住人口计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 6.43

万元；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9080 元，较上

年增长 9.6%。 

四川省人民政府驻地：成都市锦江区督院

街 30 号。 

二、宏观经济与政策环境分析 

1．宏观政策环境和经济运行回顾 

2022 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

大，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

及时出台稳经济一揽子政策。三季度以来，对经

济运行面临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党中央、国

务院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在落实好稳经济一

揽子政策同时，再实施 19 项稳经济接续政策，

同时多措并举稳外资、稳外贸，提振房地产市场

信心。 

经初步核算，2022 年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

值 87.03 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 3.00%，

较上半年回升 0.50 个百分点。其中，受疫情冲

击，二季度 GDP 当季同比增速（0.40%）较一季

度（4.80%）明显下滑；三季度稳经济政策效果

显现，GDP 当季同比增速回升至 3.90%。 

生产端：农业生产形势较好，工业生产恢复

快于服务业。2022 年前三季度，第一产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4.20%，农业生产形势较好；第二、

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3.90%、2.30%，

较上年同期两年平均增速（为剔除基数效应影

响，方便对经济实际运行情况进行分析判断，文

中使用的 2021 年两年平均增速为以 2019 年同

期为基期计算的几何平均增长率，下同；分别为

5.59%、4.80%）回落幅度较大，受二季度疫情拖

累明显。三季度，工业生产快速回升，而第三产

业增加值增速较上年同期两年平均水平仍有一

定差距，呈现出工业恢复快于服务业的特点。 

表 1  2021 年三季度至 2022 年三季度中国主要经济数据 

项目 
2021 年 

三季度 

2021 年 

四季度 

2022 年 

一季度 

2022 年 

二季度 

2022 年 

三季度 

GDP 总额（万亿元） 28.99 32.42 27.02 29.25 30.76 

GDP 增速（%） 4.90(4.85) 4.00(5.19) 4.80 0.40 3.90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11.80(6.37) 9.60(6.15) 6.50 3.40 3.90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7.30(3.80) 4.90(3.90) 9.30 6.10 5.90 

房地产投资增速（%） 8.80(7.20) 4.40(5.69) 0.70 -5.40 -8.00 

基建投资增速（%） 1.50(0.40) 0.40(0.65) 8.50 7.10 8.60 

制造业投资增速（%） 14.80(3.30) 13.50(4.80) 15.60 10.40 10.10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 16.40(3.93) 12.50(3.98) 3.27 -0.70 0.70 

出口增速（%） 32.88 29.87 15.80 14.20 12.50 

进口增速（%） 32.52 30.04 9.60 5.70 4.10 

CPI 涨幅（%） 0.60 0.90 1.10 1.70 2.00 

PPI 涨幅（%） 6.70 8.10 8.70 7.70 5.90 

http://www.lhrating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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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融存量增速（%） 10.00 10.30 10.60 10.80 10.60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 16.30 10.70 8.60 -10.20 -6.60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速（%） 2.30 0.30 8.30 5.90 6.20 

城镇调查失业率（%） 5.03 5.00 5.53 5.83 5.40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 9.70(5.05) 8.10(5.06) 5.10 3.00 3.20 

注：1．.GDP 数据为当季值，其他数据均为累计同比增速；2．GDP 总额按现价计算，同比增速按不变价计算；3．出口增速、进口增速均以

美元计价统计；4．社融存量增速为期末值；5．城镇调查失业率为季度均值；6．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为实际同比增速；7．2021 年

数据中括号内为两年平均增速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和 Wind 数据整理

需求端：消费市场受到疫情冲击较大，固定

资产投资相对平稳，出口整体增长较快但出现

边际回落迹象。消费方面，2022 年前三季度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2.03 万亿元，同比增长

0.70%。其中，餐饮收入同比下降 4.60%，受疫

情影响较大。投资方面，2022 年前三季度全国

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42.14 万亿元，同比

增长 5.90%，整体保持平稳增长。其中，房地产

开发投资增速持续探底；基建投资明显发力，体

现了“稳增长”政策拉动投资的作用；制造业投

资仍处于高位，医疗仪器设备、电子通信设备等

高技术制造业投资是主要的驱动力。外贸方面，

出口整体增长较快，但 8 月和 9 月当月同比增

速均出现大幅回落。2022 年前三季度中国货物

进出口总额 4.75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8.70%。其

中，出口 2.70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12.50%；进

口 2.05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4.10%；贸易顺差

6451.53 亿美元。 

CPI 各月同比走势前低后高，PPI 各月同比

涨幅持续回落。2022 年前三季度，CPI 累计同比

增长 2.00%，各月同比增速整体呈温和上行态势。

分项看，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上涨，汽油、柴油、

居民用煤等能源价格涨幅较大。前三季度，PPI

累计同比增长 5.90%，受上年同期基数走高影响，

各月同比增速持续回落。输入性价格传导压力

有所减轻，三季度油气开采、燃料加工、有色金

属、化学制品等相关行业价格涨幅较上半年有

所回落。第三季度 PPI-CPI 剪刀差由正转负，价

格上涨由上游逐步向下游传导，中下游企业成

本端压力有所缓解，盈利情况有望改善。 

社融规模显著扩张，政府债券净融资和信

贷是主要支撑因素。2022 年前三季度，新增社

融规模 27.77 万亿元，同比多增 3.01 万亿元；9

月末社融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10.60%，增速较 6

月末低 0.20 个百分点。分项看，2022 年以来积

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靠前发力，政

府债券净融资、社融口径人民币贷款同比分别

多增 1.50 万亿元、1.06 万亿元，是社融总量扩

张的主要支撑因素；表外融资方面，受益于金融

监管政策边际松动，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未贴

现银行承兑汇票亦对新增社融规模形成一定支

撑。 

财政“减收增支”，稳经济、保民生效应愈

加显现。2022 年前三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 15.32 万亿元，按自然口径计算同比下降

6.60%，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 4.10%。支

出方面，2022 年前三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 19.04 万亿元，同比增长 6.20%。民生等重点

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

就业、卫生健康及交通运输等领域支出保持较

快增长。 

稳就业压力仍然较大，居民消费水平有所

恢复。受疫情冲击，2022 年二季度城镇调查失

业率均值上升至 5.83%，三季度失业率均值较二

季度有所下降，但仍高于上年同期水平，稳就业

压力较大。2022 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2.77 万元，实际同比增长 3.20%；全国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79 万元，实际同比增长

1.50%。上半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受疫情影响

较大，三季度以来居民收入增速回升，消费水平

恢复较慢。 

 

2．宏观政策和经济前瞻 

继续实施好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政策，

为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创造适宜的政策环境。

2022 年 9 月 28 日，稳经济大盘四季度工作推进

会议召开，强调围绕重点工作狠抓政策落实，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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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实施好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政策，注重

用好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和专项再贷款、财

政贴息等政策。同时，依法依规提前下达明年专

项债部分限额。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实

施好“保交楼”政策。做好物流“保通保畅”。

保障煤炭、电力等能源稳定供应。各地要结合实

际加大政策落实和配套力度，确保项目建设工

程质量。经济大省要发挥稳经济挑大梁作用。上

述政策举措的全面落地、充分显效，可为经济运

行在合理区间创造适宜的政策环境。 

四季度经济有望继续修复，但仍面临较大

压力。2022 年三季度，工业生产、基建和制造

业投资对经济增长形成支撑，汽车消费、重点群

体失业率等结构性分项指标向好也体现了一系

列稳增长政策的效果。在稳增长政策的推进下，

基建和制造业投资仍有一定韧性，可为经济增

长提供支撑，四季度经济有望继续修复。另一方

面，当前疫情仍呈多发、散发态势，对居民出行

活动以及消费意愿的抑制作用持续存在，服务

业恢复基础仍需巩固，消费或将继续低位修复，

叠加出口边际回落、房地产投资低迷，经济增长

仍面临较大压力。 

 

三、区域经济实力 

 

1．区域发展基础 

四川省位于中国西南部，是对接国家向西

向南开放、打造“一带一路”以及长江经济带联

动发展的战略纽带和核心腹地。经过多年的建

设与发展，四川省推动“四向八廊”战略性综合

交通走廊建设，已建成进出川大通道 38 条，正

在加快建设“东向”成南达万高铁，连通长三角、

京津冀；“南向”成自宜高铁，连通粤港澳大湾

区、北部湾经济区；“西向”川藏铁路，连通青

藏高原；“北向”成兰铁路，连接丝绸之路经济

带。根据《2021 年四川省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

计公报》，铁路方面，2021 年四川省完成货物周

转量 2940.8 亿吨公里，较上年增长 7.6%；完成

旅客周转量 1303.3 亿人公里，较上年增长 8.4%。

公路方面，截至 2021 年末，四川省全省公路总

里程 39.9 万公里，较上年增加 0.5 万公里。其

中，新增高速公路 470.8 公里，高速公路里程达

到 8608.3 公里。2021 年，四川省完成公路货运

周转量 1789.8 亿吨公里，较上年增长 10.6%。航

空方面，截至 2021 年末，四川省新增民用航空

机场 1 个，机场总数达到 16 个。2021 年，全年

旅客吞吐量达到 100 万人次以上的机场 6 个，

较上年增加 3 个。2021 年，全省民航运输机场

旅客吞吐量为 0.6 亿人次，较上年增长 11.8%。

水运方面，截至 2021 年末，四川省内河航道通

航里程 10881 公里，较上年末增长 3.2%。四川

省公路、铁路、航空和水运网络日趋完善，为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支撑。 

四川省自然资源丰富。四川省水资源居全

国前列，全省多年平均降水量约 4889.75 亿立方

米。水资源以河川径流最为丰富，境内共有大小

河流近 1400 条，全省水资源总量约 3489.7 亿立

方米。能源资源方面，四川省主要以水能、煤炭

和天然气为主，其中水能资源占 75%、煤炭资源

占 23.5%、天然气及石油资源占 1.5%。水能资

源理论蕴藏量 1.43 亿千瓦，占全国水能资源理

论蕴藏量的 21.2%；煤炭资源保有量 122.7 亿吨，

主要分布在川南；油、气资源以天然气为主，已

发现天然气资源储量达 7 万余亿立方米。矿产

资源方面，四川省拥有世界级的钒钛、锂、稀土

等重要矿产资源，钒钛原料产量占全国份额的

65%以上；钛储量占全国储量的 93%，列全球第

一；钒储量占全国储量的 63%，列全球第三；天

然气、钒、钛、二氧化碳气、锂矿等共 14 种矿

产在全国查明资源储量中排第一位；铁矿、铂族

金属、稀土矿（稀土氧化物）等共 10 种矿产在

全国查明资源储量中排第二位。旅游资源方面，

四川省是旅游资源大省，拥有世界级旅游资源

和品牌 26 个和世界自然遗产 3 处；拥有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 15 家，在全国排名第四；拥有自然

保护区 166 个，面积 14.8 万平方千米，占全省

土地面积的 30.5%，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32

个、国家级森林公园 44 个、国家级地质公园 19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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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战略地位重要。2021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四川省的成都市等

15 个位于双城经济圈的地市和重庆市将着力推

进产业差异化和互补化、交通体系建设和区域

均衡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作为继京津冀、

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之后的第四增长极，战略

地位重要。 

总体来看，四川省自然资源丰富，交通网络

日趋完善，为其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战略地位重要，未来四川省经

济实力有望进一步增强。 

 

2．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自 2011 年以来，四川省经济持续发展，经

济总量大幅增长。四川省地区生产总值由 2011

年的 21026.7 亿元增长至 2021 年的 53850.8 亿

元，经济总量居全国前列，2021 年四川省地区

生产总值在全国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中

排名第 6 位。2019－2021 年，四川省 GDP 增速

波动增长，与全国 GDP 增速走势基本一致。近

三年，受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国内体制机制改革

及新冠疫情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四川省 GDP 增

速有所波动，但整体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22

年 1－9 月，四川省地区生产总值为 40432.8 亿

元，同比增长 1.5%。未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的建设发展，有助于四川省经济保持平稳增

长。 

图 1  四川省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速情况 

 

数据来源：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等 

 

（1）产业结构 

随着经济发展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四

川省产业结构逐步优化，2011－2021 年，三次

产业结构由14.2:52.4:33.4调整为10.5:37.0:52.5。

第三产业比重明显提升，对全省国民经济贡献

进一步加大。 

依托于丰富的自然资源及便利的交通条件，

四川省工业经济不断发展。近年来，四川构建了

以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饮料、先进材料、

能源化工等五大现代产业和数字经济为引领的

“5+1”现代工业体系，打造集成电路与新型显

示、新一代网络技术、大数据、软件与信息服务、

航空与燃机、智能装备、轨道交通、新能源与智

能汽车等 16 个特色产业集群。2019－2021 年，

四川省分别实现全部工业增加值 13365.7 亿元、

13428.7 亿元和 15428.2 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增速分别为 8.0%、4.5%和 9.8%，其中 2021

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高于全国 0.2 个百

分点。截至 2021 年末，四川省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 15611 户，全年规模以上工业 41 个行业大类

中有 31 个行业增加值较上年有所增长。但四川

省工业发展也存在挑战，具体包括制造业增加

值占 GDP 比重下降过快、创新不足和产业链供

应链安全稳定性存在隐忧等。《四川省“十四五”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规划》提出制造业立支柱、强

基础、锻长板行动，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制造

业创新中心，塑造四川制造业空间新格局等，以

提升四川省制造业发展质量和核心竞争力。四

川省产业转型升级路径较为明确。 

四川省服务业以商贸服务、现代物流、金融

服务及文体旅游等为主。伴随着四川省产业结

构调整升级，2016 年四川省服务业对经济增长

贡献首次超过工业，2021 年达到 52.5%，成为拉

动全省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2021 年，四川省

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较上年增长 11.6%，交通运

输、仓储和邮政业增长 9.6%，住宿和餐饮业增

长 17.8%，金融业增长 5.3%，房地产业增长 3.5%，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 22.2%，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 9.4%。2021 年 12 月，

四川省人民政府印发了《四川省“十四五”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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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规划》，指出要加快建设“4+6”现代服务

业体系，推动商业贸易转型发展、现代物流创新

发展、金融服务积极发展和文体旅游融合发展，

推动四大支柱型服务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将

通过大力发展科技信息服务、商务会展服务、人

力资源服务、川派餐饮服务、医疗康养服务、家

庭社区服务等，培育壮大六大成长型服务业。 

（2）投资、消费和进出口 

投资方面，2019－2021 年，四川省固定资

产投资分别较上年增长 10.2%、9.9%和 10.1%，

持续高于全国水平，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

力。分产业来看，2021 年四川省固定资产投资

中，第一产业投资较上年增长 20.6%；第二产业

投资较上年增长 9.9%，其中工业投资增长 9.7%；

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9.6%。2021 年，房地产开发

投资较上年增长 7.1%，商品房施工面积增长

6.9%，销售面积增长 3.3%，竣工面积下降 3.7%。

2022 年 1－10 月，四川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增长 6.9%。 

消费方面，2019－2021 年，四川省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波动增长，分别为 21343.0 亿元、

20824.9 亿元和 24133.2 亿元，分别较上年增长

10.4%、下降 2.4%和增长 15.9%。2021 年，四川

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9080 元，较上年增长

9.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9.3%。其中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41444 元，较上年增长

8.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8.0%；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575元，较上年增长10.3%，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10.0%。2021 年，四川省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6971元，较上年增长7.3%。

2022 年 1－10 月，四川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 19589.2 亿元，同比下降 0.2%。 

2019－2021 年，四川省进出口总值分别为

6765.9 亿元、8081.9 亿元和 9513.6 亿元，分别

较上年增长 13.8%、19.0%和 17.6%。2021 年，

四川省出口总值 5708.7 亿元，较上年增长 22.7%；

进口总值 3804.9 亿元，较上年增长 10.8%。在出

口中以机电产品、服装及衣着附件、塑料制品和

鞋靴等为主。机电产品也是四川省进口的主导

产品，2021 年机电产品进口额占外贸进口总值

的 86.8%。贸易结构方面，2021 年四川省以一般

贸易方式进出口额较上年增长 40.6%，以加工贸

易方式进出口额较上年下降 0.4%，外贸结构进

一步优化。贸易伙伴方面，美国、东盟、欧盟、

中国台湾地区和中国香港地区为四川省前五大

贸易伙伴，2021 年合计占四川省外贸进出口总

值的 69.2%。此外，四川省对“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进出口总额 2956.4 亿元，较上年同比增长

20.4%。 

整体看，近年来四川省经济持续增长，经济

总量居全国前列，GDP 增速有所波动，但整体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产业转型升级路径较为明

确，固定资产增速较高，外贸结构进一步优化。

与此同时，受国际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等

因素影响，四川省经济增长面临一定的压力。 

 

3．区域金融环境 

根据《2021 年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截至 2021 年末，四川省金融机构人

民币各项存款余额 98645.1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9.2%，其中住户存款余额 54849.2 亿元，较上年

末增长 11.3%；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78963.9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13.6%，其中住户

贷款余额 26772.6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13.8%。 

总体看，四川省金融运行保持稳健，金融业

资产规模稳步扩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进一步提升。 

 

4．未来发展 

根据《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四川

省“十四五”期间发展目标是经济实力大幅提升，

发展活力充分迸发，社会文明不断进步，生态环

境持续改善，民生福祉明显提升，治理效能显著

增强。从主要指标看，四川省计划到 2025 年地

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 6%，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

过 60%，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速超 10%，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超 6%。 

总体来看，四川省未来发展战略目标明确。

但联合资信也关注到，国际国内发展的不确定

http://www.lhratings.com/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信用评级报告 

www.lhratings.com 9 

性因素仍然较多，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四川

省在获得一定机遇的同时，也将面临各种挑战。 

 

四、政府治理水平 

 

近年来，四川省坚持加强政府治理建设，提

升信息披露水平，健全行政决策机制，完善政府

工作规则，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在政府信息透明

度和及时性、信用环境建设、政府购买服务、财

政制度和债务管理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效。 

政府信息透明度和及时性方面，四川省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有关

法规制定《四川省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实施办法》，规范政府信息公开工

作，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保障公民、法人和其

他组织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

行职责。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信

息，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发布协调机制；除行政机

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还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

要，向各级行政机关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根

据《四川省 2021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2021 年四川省主动公开不断深化，依申请公开

处理效率不断提升，政府信息管理不断加强，政

府信息公开平台建设不断规范，政府透明度不

断提升。 

信用环境方面，四川省积极宣传贯彻《四川

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实施方案》，要求建立

健全组织领导和管理体制、建设完善全省信用

建设基础设施、建立完善信用建设法规制度及

标准体系、全面推进政务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

全面构建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积极发展

信用产业及服务市场。《四川省 2022 年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工作要点》指出，要完善省级社会信

用信息平台功能，加强与省级相关部门业务系

统和各市（州）信用信息平台的互联互通，加快

全省社会信用信息“一张网”建设；规范失信约

束措施，依法依规开展失信惩戒，防止信用泛化

滥用；加强川渝两地信用联动，构建区域信用政

策法规制度和标准体系沟通对接机制，探索联

合制定两省市公共信用信息补充目录，推动两

地社会信用一体化建设。 

政府购买服务方面，四川省通过建立四川

省政府采购网、制定并发布相关制度、确定政府

采购目录和标准等措施，为省内政府采购工作

的平稳健康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21 年，

四川省发布《四川省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

（川财规〔2021〕15 号），对全省政府购买服务

的购买主体和承接主体、购买内容及指导目录、

购买预算和绩效管理、购买方式及流程、监督管

理和法律责任等进行明确，提升政府购买服务

的工作效率。此外，四川省发布《关于规范政府

采购工程项目采购执行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财规〔2020〕3 号）、《四川省政府采购项

目电子化采购管理暂行办法》（川财规〔2021〕

8 号）及《关于促进政府采购提质增效的通知》

（川财规〔2022〕1 号）等文件，为四川省规范

政府采购工作发挥重要作用。 

财政制度方面，四川省从多方面深化财政

制度改革。一是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强化中期财

政规划管理，增强重大战略任务的财力保障。二

是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四川省政府于 2022

年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

实施意见》，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强化预算

约束。三是健全省以下财政体制，建立权责清晰、

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省与市县财政关系，增强

基层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四是完善地方税体系，

建立健全社会保险费、非税收入征管体系。五是

加强财政金融互动和政策协调，优化政府引导

基金体系，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

机制。六是支持普惠金融发展，加快数字普惠金

融体系建设，创建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通过对

预算管理和财政体制等方面的持续深化改革，

四川省的财政制度进一步完善。 

债务管理方面，2015 年以来，四川省为规

范省内政府性债务管理，防范政府债务风险，先

后印发《四川省政府性债务管理办法》（川府发

〔2015〕3 号）、《四川省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

置预案》（川办发〔2017〕91 号）和《关于进一

步加强政府债务和融资管理的通知》（川府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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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 号）等一系列文件。同时，四川省落

实政府债务管理责任，科学确定政府债务限额，

构建管理规范、风险可控、发展可持续的政府举

债融资机制；优化债券品种和投向结构，完善债

券项目库管理，建立专项债券全生命周期管理

机制，提高债券资金使用绩效；加强政府债务风

险监测评估、预警和应急处置，积极稳妥化解债

务风险；推进政府债务信息公开，严肃问责处理

违法违规举债。上述措施为四川省防控区域性、

系统性债务风险提供了制度保障。 

总体看，四川省政府信息透明度较高，信息

披露及时性较好；信用制度持续完善；财政管理

办法较为健全，制度执行情况良好；债务管理制

度不断完善，为防范政府性债务风险提供了保

障。 

 

五、财政实力 

 

1．财政体制 

目前我国实行中央、省、市、县、镇/乡 5 级

行政体制。由于“国家实行一级政府一级预算”

原则，相应地，中国财政也实行五级财政体制。

《预算法》划分了中央和地方财政的收支范围，

而省级及省以下各级财政收支范围由省政府明

确，或由省政府授权下级财政决定，如省管县，

其在财政预算、决算、转移支付、专项资金补助、

资金调度、债务管理等方面，由省级财政直接对

县级财政进行管理。一般而言，地方政府行政级

别越高，财政收支自由调节的空间就越大。 

（1）中央与四川省收入划分 

中央与四川省的收入划分以 1994 年实行的

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为依据，税收收入分为中

央政府固定收入、地方政府固定收入和中央政

府与地方政府共享收入。其中，中央固定收入包

括关税，海关代征消费税和增值税，消费税，车

辆购置税，铁路、邮政、银行、石油石化等部分

企业集中缴纳的税收（包括营业税、所得税、利

润和城市维护建设税）等；地方固定收入包括营

业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 

 

 

税，房产税，车船税，印花税，烟叶税，耕地占

用税，契税，土地增值税，非税收入等；中央与

地方共享收入包括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

所得税，其中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中央与

地方按 60:40 的比例分享。2016 年 5 月全面推

行营改增试点后，增值税由中央与省按 50%和

50%的比例分享，四川省主体税种由营业税变更

为增值税。 

（2）转移支付情况 

四川省作为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省份，历年

获得的中央政府转移性收入规模大。根据《关于

四川省 2019－2021 年省级决算的报告》，2019－

2021 年，四川省分别获得上级补助收入 5222.05

亿元、6227.90 亿元和 5620.91 亿元。四川省获

得上级补助收入中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占比高，

2019－2021 年占上级补助收入比重分别为

89.16%、85.22%和 90.57%。 

 

表 2  2019－2021 年四川省获得上级补助收入情况 

（单位：亿元） 

项目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一般公共预算：上级

补助收入 
5157.67 5832.20 5575.41 

1.一般性转移支付

收入 
4655.82 5307.14 5090.87 

2.专项转移支付收

入 
501.85 525.06 484.53 

政府性基金预算：上

级补助收入 
63.97 393.47 40.45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上级补助收入 
0.41 2.24 5.06 

合计 5222.05 6227.90 5620.91 

注：加总数与分项合计数产生误差系四舍五入造成 

资料来源：2019－2021 年四川省省级决算报告和相关表格 

 

总体看，四川省作为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省

份，直接获得的中央政府支持力度大，对于区域

财政收支的平衡形成有效保障。 

 

2．地方财政收支情况  

根据《2019－2021 年四川省省级决算报告

和相关表格》，四川省全辖财政收入/支出总计主

要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支出总计、政府性基

金收入/支出总计和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支出总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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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9－2021 年四川省财政收支构成情况 

（单位：亿元） 

项目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 11968.93 13284.28 13711.95 

政府性基金收入总计 5785.58 7824.53 7974.45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总计 107.57 225.28 156.46 

财政收入总计 17862.09 21334.09 21842.86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 11555.45 12887.36 13045.80 

政府性基金支出总计 5447.75 7339.54 7095.13 

国有资本经营支出总计 84.51 202.29 116.33 

财政支出总计 17087.71 20429.19 20257.26 

注：加总数与分项合计数产生误差系四舍五入造成  

资料来源：2019－2021 年四川省省级决算报告和相关表格 

 

从收入结构来看，2019－2021 年，四川省

财政收入均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主，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总计在四川省财政收入总计中的占

比均超过 54%。2021 年，四川省财政收入总计

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政府性基金收入总

计和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总计占比分别为 62.78%、

36.51%和 0.71%。 

 
表 4  2019－2021 年四川省全辖财政收入总计情况 

（单位：亿元） 

主要指标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 

（ 1.1+1.2+1.3+1.4+1.5+1.6

+1.7+1.8） 

11968.93 13284.28 13711.95 

1.1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1.1+1.1.2） 
4070.83 4260.89 4773.15 

1.1.1 税收收入 2888.74 2967.20 3334.86 

1.1.2 非税收入 1182.08 1293.69 1438.29 

1.2 上级补助收入 5157.67 5832.20 5575.41 

1.3 债务收入 982.20 1290.72 1289.02 

1.4 上年结余收入 418.81 413.48 396.92 

1.5 调入资金 856.96 924.57 962.13 

1.6 接受其他地区援助收入 15.40 18.40 33.20 

1.7 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466.96 543.93 682.04 

1.8 国债转贷资金上年结余 0.09 0.09 0.09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

计 

（2.1+2.2+2.3+2.4+2.5） 

5785.58 7824.53 7974.45 

2.1 政府性基金收入 4184.74 4782.78 4951.48 

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收入 
3777.22 4366.66 4441.41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收入入 
189.60 181.00 190.03 

2.2 上级补助收入 63.97 393.47 40.45 

2.3 债务收入 1235.14 2256.30 2413.71 

2.4 上年结余收入 267.66 337.84 484.99 

2.5 调入资金 34.08 54.14 83.82 

3．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总计 107.57 225.28 156.46 

4．社会保险基金收入总计 4748.66  4906.05 5436.75 

财政收入总计（1+2+3） 17862.09 21334.09 21842.86 

注：加总数与分项合计数产生误差系四舍五入造成 

资料来源：2019－2021 年四川省省级决算报告和相关表格 

 

2021 年四川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GDP 为

8.86%，在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排名第

十九位，处于中游水平。 

从支出结构来看，2019－2021 年，四川省

财政支出总计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为主，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占比为 64.40%；

2019－2021 年财政支出总计有所增长，年均复

合增长 8.88%。 

从收支平衡情况看，2019－2021 年四川省

财政收支均略有结余。截至 2021 年末，四川省

一般公共预算年终结余 666.15 亿元，政府性基

金预算年终结余 879.32 亿元。四川省财政预算

完成情况良好。 

（1）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 

2019－2021 年，四川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总计分别为 11968.93 亿元、13284.28 亿元和

13711.95 亿元。2019－2021 年，四川省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分别为 4070.83 亿元、4260.89 亿元

和 4773.15 亿元，年均复合增长 8.28%。与全国

其他省（直辖市、自治区）相比，四川省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在全国处于上游水平，2021 年收入

规模位于全国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第

7 位。2021 年，四川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中

上级补助收入 5575.41 亿元，一般债务收入

1289.02 亿元，均较上年小幅下降。 

四川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以税收收入为主，

2019－2021 年税收收入占比分别为 70.96%、

69.64%和 69.87%，四川省主体税种为增值税和

企业所得税，契税和土地增值税规模也较大。

2019－2021 年，四川省税收收入分别为 2888.74

亿元、2967.20 亿元和 3334.86 亿元，持续增长，

年均复合增长 7.44%。四川省非税收入主要由国

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专项收入、行政

事业性收费收入和罚没收入构成，2019－2021

年，分别为 1182.08 亿元、1293.69 亿元和 1438.29

亿元，年均复合增长 10.31%，主要系国有资源

（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增长较快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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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1 年，四川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合计持续增长，年均复合增长 4.11%。从构成来

看，四川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以教育支出、社会

保障和就业支出、农林水支出、卫生健康支出、

城乡社区支出和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为主，2021

年上述五项支出合计 7249.91 亿元，占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合计的 64.64%。 

2019－2021 年，四川省财政自给率（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分别为

39.34%、38.05%和 42.56%，对上级补助的依赖

程度较高。 

 
表 5  四川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构成情况 

（单位：亿元） 

项目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主要支出：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955.62 947.62 976.81 

公共安全支出 525.64 527.12 531.89 

教育支出 1578.88 1686.16 1733.04 

科学技术支出 184.95 181.70 273.12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

出 
196.48 229.27 210.47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

出 
1762.30 1998.67 2165.82 

卫生健康支出 943.27 1030.52 1044.14 

节能环保支出 267.01 264.02 218.55 

城乡社区支出 893.64 711.17 647.62 

农林水支出 1288.42 1339.36 1330.10 

交通运输支出 687.83 792.73 717.35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

等支出 
221.68 298.12 293.25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

等支出 
73.15 87.16 82.68 

住房保障支出 348.98 381.43 371.53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

理支出 
75.95 168.77 134.35 

债务付息支出 193.94 221.46 227.64 

其他支出 25.32 116.72 68.73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合计 10348.17 11198.54 11215.69 

转移性支出 647.83 837.69 863.66 

其中：上解中央支出 80.65 74.21 80.60 

安排预算稳定调

节基金 
559.47 763.47 778.28 

债务还本支出 559.45 851.14 966.45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 11555.45 12887.36 13045.80 

年终结余 413.48 396.92 666.15 

注：1．其他支出包括国防支出、商业服务业等支出、粮油物资储备

支出等；2．加总数与分项合计数产生误差系四舍五入造成 

资料来源：2019－2021 年四川省省级决算报告和相关表格 

 

 

总体看，近年来四川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保持稳步增长，总体水平位于全国中上游，且税

收收入占比较高；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长期以民

生支出为主。四川省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对

上级补助的依赖程度较高。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情况 

2019－2021 年，四川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

入总计分别为 5785.58 亿元、7824.53 亿元和

7974.45 亿元，年均复合增长 17.40%。2021 年，

四川省政府性基金收入 4951.48 亿元，同比增长

3.53%。 

2021 年，四川省政府性基金支出合计

5715.46 亿元，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相关支出

和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

支出为主，年终结余 879.32 亿元，政府性基金

预算平衡能力强，预算调节弹性大。 

 
表 6  四川省政府性基金支出总计构成情况 

（单位：亿元） 

项 目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相关支出 3058.93 3368.27 3262.22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

出 
146.26 137.57 149.99 

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

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415.09 1677.16 1577.41 

债务付息支出 140.74 196.54 243.79 

政府性基金支出合计 4378.79 6086.96 5715.46 

债务还本支出 379.19 530.01 580.55 

调出资金 689.76 722.57 799.03 

上解上级支出等 0.00 0.00 0.10 

政府性基金支出总计 5447.75 7339.54 7095.13 

年终结余 337.84 484.99 879.32 

注：加总数与分项合计数产生误差系四舍五入造成 

资料来源：2019－2021 年四川省省级决算报告和相关表格 

 

总体看，四川省政府性基金预算调节弹性

大；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入为四川省政府性基金

收入的主要来源，房地产市场波动将对基金收

入产生一定的影响。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情况 

2019－2021 年，四川省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总计分别为 107.57 亿元、225.28 亿元和 156.46

亿元，占财政收入总计的比重很小。2021 年，四

川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年终结余 40.13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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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未来展望 

根据《关于四川省 2021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2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及《关于四川省 2022

年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2022 年，四川省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预期目标为 4983 亿元，较 2021 年

增长 7%；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2909.5 亿元，较

2021 年增长 15%。四川省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

安排 2424 亿元，较 2021 年下降 51%；政府性

基金支出预算安排 5332 亿元，较 2021 年下降

7%。四川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算安排

126.8 亿元，较 2021 年下降 1.3%；社会保险基

金预算收入预算安排 5684.8 亿元，较 2021 年增

长 4.6%。 

总体看，四川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持续稳

步增长，政府性基金收入对四川省财政收入的

贡献明显，但土地出让受房地产市场行情及相

关政策影响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六、债务状况 

 

1．地方政府债务负担 

2019－2021 年，四川省政府债务规模不断

增长，2021 年末为 15237.5 亿元。其中，一般债

务 6837.6 亿元，占 44.87%；专项债务 8399.9 亿

元，占 55.13%。2019－2020 年，四川省或有债

务规模有所下降，2020 年末为 1317 亿元。  

 

表 7  2019－2021 年四川省政府债务情况 

（单位：亿元） 

项目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地方政府债务 10577 12743 15237.5 

其中：一般债务 5888 6328 6837.6 

专项债务 4689 6415 8399.9 

或有债务 1592 1317 / 

注：1．小数点位数与公开披露数据保持一致；2．2021 年或有债务

余额未获取，表格中以“/”表示 

资料来源：2019－2021 年四川省省级决算报告和相关表格 

从各级政府债务结构来看，2021 年末四川

省政府本级债务为 1095.8 亿元，占 7.19%；市县

政府债务 14141.7 亿元，占比为 92.81%。从下属

市县政府债务地区分布看，2021 年末四川省政

府债务主要集中在成都市、南充市、宜宾市、达

州市、泸州市和绵阳市，债务余额分别为 4043.3

亿元、886.3 亿元、742.0 亿元、740.4 亿元、726.7

亿元和 704.9 亿元。 

表 8  2021 年末四川省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单位：亿元） 

举债主体类别 政府债务 

省本级 1095.8 

市县政府 14141.7 

合计 15237.5 

注：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资料来源：2021 年四川省省级决算报告和相关表格 

 

从政府债务资金投向看，四川省政府债务

主要用于民生社会事业（含扶贫、保障性住房）、

市政建设和交通建设等方面。具体来看，截至

2021 年末，在政府债务中，用于民生社会事业

等（含扶贫、保障性住房）的债务余额为 6742

亿元，占全部政府债务余额的 44%；用于市政建

设的债务余额为 3889 亿元，占 25%；用于交通

建设的债务余额为 2535 亿元，占 17%；用于土

地储备的债务余额为 1665 亿元，占 11%；用于

生态环保的债务余额为 406 亿元，占 3%。 

债务限额方面，经国务院批准，2021 年末

四川省政府债务限额为 16293.0 亿元，较 2020

年末增加 2306 亿元。截至 2021 年末，四川省政

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总额为 15237.5 亿元，距

债务限额尚余 1055.5 亿元，未来仍有一定的融

资空间。 

 

2．地方政府偿债能力 

2019－2021 年，四川省政府债务/当年 GDP

持续增长，分别为 22.69%、26.22%和 28.30%。

四川省地方政府负债率（政府债务/当年 GDP）

处于一般水平。 

2019－2021 年，四川省综合财力（地方综

合财力＝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

一般公共预算上级补助收入+政府性基金上级

补助收入）分别为 13477.21 亿元、15269.34 亿

元和 15340.49 亿元。同期，地方政府债务率（政

府债务/综合财力）持续上升，分别为 78.48%、

83.45%和 9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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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四川省 2022 年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从到期债务的年度分布看，2022－2024 年，四

川省需要偿还的到期政府债务分别为 1409.2 亿

元、1908.2 亿元和 1313.4 亿元，分别相当于 2021

年末全部政府债务的 9.25%、12.52%和 8.62%；

2024 年以后需要偿还的到期政府债务 10606.7

亿元，占全部政府债务的 69.61%。2022－2024

年，四川省政府集中偿付压力不大。 

总体看，四川省政府债务负担一般，债务偿

还能力较强，2022－2024 年四川省政府集中偿

债压力不大，考虑其能持续获得较大规模的上

级补助，未来仍有一定的融资空间，整体债务风

险极低，偿债能力极强。 

七、本批专项债券偿还能力分析 

 

1．本批专项债券概况 

2023 年四川省政府专项债券（一至七期）

（以下简称“本批专项债券”）发行规模、债券

期限、还本付息方式具体见下表。本批专项债券

募集资金用于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公共卫生设

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棚户区改造、农业、文

化旅游等领域的项目建设，详见附件 1。 

表 9  本批专项债券概况 

债券名称 发行规模（亿元） 期限（年） 还本付息方式 

2023 年四川省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专项债券（一期）-

2023 年四川省政府专项债券（一期） 
7.91 5 每年付息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2023 年四川省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专项债券（二期）-

2023 年四川省政府专项债券（二期） 
12.22 7 每年付息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2023 年四川省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专项债券（三期）-

2023 年四川省政府专项债券（三期） 
96.58 10 

每半年付息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

付 

2023 年四川省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专项债券（四期）-

2023 年四川省政府专项债券（四期） 
58.50 15 

每半年付息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

付 

2023 年四川省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专项债券（五期）-

2023 年四川省政府专项债券（五期） 
155.51 20 

每半年付息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

付 

2023 年四川省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专项债券（六期）-

2023 年四川省政府专项债券（六期） 
15.96 30 

每半年付息一次，最后一次利息随本金一起支

付 

2023 年四川省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专项债券（七期）-

2023 年四川省政府专项债券（七期） 
4.42 30 

每半年付息一次，债券存续期的第 6 年至第 30

年等额还本 

合计 351.09 -- -- 

注：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资料来源：四川省财政厅提供 

2．本批专项债券对四川省政府债务的影响 

本批专项债券拟发行规模合计 351.09 亿元，

均为新增债券。本批专项债券规模相当于 2021

年末四川省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 2.30%，其

发行对四川省整体政府债务影响小。 

 

3．本批专项债券偿还能力分析 

本批专项债券募集资金由财政部门纳入政

府性基金预算管理，以项目收益等作为债券还

本付息的资金来源。根据财预〔2017〕89 号文，

专项债券对应的项目取得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

收入，应当按照该项目对应的专项债券余额统

筹安排使用，专门用于偿还到期债券本金，不得

通过其他项目对应的项目收益偿还到期债券本

金。 

根据四川省财政厅提供的资料，本批专项

债券存续期内募投项目总收益合计为 7004.75

亿元，假设本批专项债券发行利率为 4.00%，则

本批专项债券本息合计为 576.40 亿元，债券存

续期内募投项目总收益对当期专项债券本息的

覆盖倍数为 4.07 倍~57.31 倍之间，债券存续期

内募投项目总收益对项目总债务的融资本息的

覆盖倍数为 1.25 倍~1.86 倍之间，募投项目收益

可满足还本付息需求，但募投项目未来项目预

期收益实现时间及规模受项目建设进度、项目

运营情况等因素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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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本批专项债券募投项目资金平衡情况（单位：亿元、倍） 

债券名称 

拟使用

债券金

额 

专项债券

存续期内

本息合计 

债券存续期内

募投项目总债

务融资本息 

债券存续期内

募投项目总收

益合计 

债券存续期内项

目总收益对专项

债券本息覆盖倍

数 

债券存续期内项

目总收益对项目

总债务的融资本

息覆盖倍数 

2023 年四川省城乡基础设施建

设专项债券（一期）-2023 年

四川省政府专项债券（一期） 

7.91 9.49 48.63 84.39 8.89 1.74 

2023 年四川省城乡基础设施建

设专项债券（二期）-2023 年

四川省政府专项债券（二期） 

12.22 15.64 133.25 226.91 14.51 1.70 

2023 年四川省城乡基础设施建

设专项债券（三期）-2023 年

四川省政府专项债券（三期） 

96.58 135.21 786.38 1462.57 10.82 1.86 

2023 年四川省城乡基础设施建

设专项债券（四期）-2023 年

四川省政府专项债券（四期） 

58.50 93.60 547.77 924.69 9.88 1.69 

2023 年四川省城乡基础设施建

设专项债券（五期）-2023 年

四川省政府专项债券（五期） 

155.51 279.92 1660.62 2256.89 8.06 1.36 

2023 年四川省城乡基础设施建

设专项债券（六期）-2023 年

四川省政府专项债券（六期） 

15.96 35.11 1131.24 2011.99 57.31 1.78 

2023 年四川省城乡基础设施建

设专项债券（七期）-2023 年

四川省政府专项债券（七期） 

4.42 7.43 24.14 30.24 4.07 1.25 

合计 351.09 576.40 4332.03 6997.68 12.14 1.62 

注：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四川省财政厅提供资料整理 

 

2019－2021 年，四川省政府性基金收入总

计对本批专项债券本金的覆盖倍数分别为 16.48

倍、22.29 倍和 22.71 倍，政府性基金收入对本

批专项债券本金的覆盖倍数分别为 11.92 倍、

13.62 倍和 14.10 倍。四川省政府性基金收入总

计对本批专项债券保障程度高。 

综合评估，四川省政府对本批专项债券的

偿还能力极强，本批专项债券到期不能偿还的

风险极低。 

 

八、结论 

 

基于对四川省经济、财政、管理水平、地方

政府债务状况以及本批专项债券偿还能力的综

合评估，联合资信认为本批专项债券到期不能

偿还的风险极低，确定本批专项债券的信用等

级为 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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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3 年四川省政府专项债券（一至七期）募投项目概况 

 

债券名称 项目名称 

发行金

额（亿

元） 

2023 年四川省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专项债券

（一期）-2023 年四川省政府专项债券（一

期） 

自贡市精神病人康复院业务用房建设项目 0.12  

绵竹市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0.20  

遂宁市河东新区科教园片区棚户区改造城中村项目（一期） 0.70  

峨边彝族自治县老城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工程项目 1.76  

南充市顺庆区张关垭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0.30  

南充市顺庆区滑滩河和照壁沟片区棚户区改造（二期）项目 1.74  

青神县工业开发区绿色竹纤维综合利用产业园 0.25  

四川省宜宾市 2022 年翠屏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0.14  

江安县西外街片区棚户区改造工程 1.80  

达州市通川区 2021-2023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0.90  

小计 7.91  

2023 年四川省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专项债券

（二期）-2023 年四川省政府专项债券（二

期） 

自贡市双河口凤凰坝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 1.00  

自流井区中华路三期片区棚户区及新华印刷厂地块棚户区改造项目 0.70  

泸州市江阳区 2022-2023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0.30  

大英县乡村振兴项目 2.20  

大英县城东片区棚户区改造（城中村）项目 0.50  

夹江县滨江片区棚户区改造工程项目 1.28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乡村振兴示范项目暨中国泡菜城农业产业提升

项目 
1.44  

宜宾市叙州区人民医院扩建工程 0.30  

广安区美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1.30  

邻水县兴业花园棚户区改造项目 0.50  

达州经开区石沟片区棚户区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项目一期工程 0.30  

开江县 2020 年中心城区（城中村）棚户区改造（三期）建设项目 0.72  

开江县人民医院新区建设项目 0.25  

巴中市巴州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1.12  

乐至县棚户区（城中村）改造四期 0.31  

小计 12.22  

2023 年四川省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专项债券

（三期）-2023 年四川省政府专项债券（三

期） 

成都市金牛区中医医院工程 0.30  

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国际医疗中心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二期） 0.30  

龙泉驿区中医医院迁建项目 1.45  

泥巴沱森林公园二期（体育运动公园） 0.39  

新津县人民医院传染病病区建设项目 0.35  

凤凰幼儿园建设工程 0.10  

邛崃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妇幼保健综合楼、托育综合服务

中心及辅助用房建设项目 
0.15  

川南心脑血管疾病紧急救援中心建设项目 0.50  

川南平战结合医疗救治基地建设项目 0.26  

川南危急重症诊疗中心建设项目 2.08  

自贡高新区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 0.20  

自贡市大安区乡村振兴生态农旅融合产业区基础建设项目 1.50  

大安旧城老旧小区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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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安区区级医疗机构新建项目 0.47  

自贡市沿滩区中国彩灯之乡乡村振兴示范片项目 0.20  

沿滩新城区糍粑坳片区棚户区改造收尾工程及配套建设项目 0.30  

荣县城区老旧小区改造工程 0.20  

荣县 2021-2023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0.30  

四川省自贡市荣县乡村振兴 100 万亩现代农业园区建设项目 0.35  

攀枝花市东区江南片区污水处理设施改造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一

期） 
0.10  

弯庄及周边老旧小区房屋主体和相关设施改造项目 0.10  

攀枝花市仁和区大河中路街道原机械厂家属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0.15  

攀枝花市仁和区第一农贸市场及周边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0.10  

泸州市南寿山殡葬场所扩建 0.25  

国道 G246 线、G353 线泸县立石镇至江阳区江北段公路工程（江阳

区） 
0.66  

国道 G246 线、G353 线泸县立石镇至江阳区江北段公路工程（龙马

潭区） 
0.34  

2021 年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城市更新项目 0.38  

纳溪区 2021－2025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0.90  

泸州市龙马潭区新能源停车场建设项目 0.20  

泸州市龙马潭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0.08  

自贸区川南临港片区新建四所幼儿园项目 0.32  

泸州市龙马潭区急救能力提升项目 0.40  

四川省泸县乡村振兴之生态振兴项目（2019） 1.10  

叙永县人民医院改扩建工程（二期） 0.80  

古蔺县农村学前教育建设项目 0.36  

古蔺县农村应急医疗救治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0.13  

古蔺县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建设项目 0.20  

古蔺经济开发区供水、污水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0.70  

德阳重型装备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 0.25  

德阳市群众文化活动中心项目 0.60  

德阳市人民医院城北第五代医院 1.00  

城北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1.04  

旌阳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第二批） 0.44  

德阳凯州新城新型城镇化建设项目 1.50  

罗江区新型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0.30  

德阳市广汉市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0.10  

四川省绵阳市中医医院中医药传承与创新工程建设项目 0.57  

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松垭人民医院改扩建及能力提升建设项目 0.54  

中国科技城（绵阳）科技物流产业园启动区市政道路工程 0.70  

中国（绵阳）科技城循环经济产业园厂房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二期） 
1.50  

涪城区 2021 年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0.15  

2020 年四川省绵阳市盐亭县玉龙等 4 个片区和乡镇乡村振兴建设项

目专项债券 
0.60  

梓潼县长卿镇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 0.50  

梓潼县乡村振兴项目 0.80  

广元经开区空港产业园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0.98  

广元市老城区旧城改造城市更新项目 1.30  

广元市利州区大稻坝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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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元市昭化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0.40  

中国西部（广元）绿色家居产业城启动区新胜组团项目 0.80  

广元市朝天区乡村振兴项目 0.30  

朝天城区景家坝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0.18  

广元市朝天区人民医院及传染病区改造升级和信息化医疗建设项目 0.30  

剑阁县下寺镇大仓坝棚户区改造项目 0.40  

苍溪县中医医院康养园建设项目 0.25  

苍溪县皮肤病性病防治院医美中心住院综合楼项目 0.10  

苍溪县城乡综合供水管网建设项目 0.10  

苍溪县人民医院老院区服务能力提升项目 0.50  

遂宁市中心医院健康服务产业基地项目 0.80  

碧江新城棚户区改造项目 0.55  

遂宁市河东新区绿色新城（A 区）项目 0.34  

遂宁高新区南片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0.30  

遂宁高新区全民健身中心项目 1.00  

遂宁市船山区中医院综合业务用房建设项目 0.30  

安居城镇全域供水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0.18  

遂宁市安居区老旧小区改造提升项目 0.40  

遂宁市安居区场镇污水管网改造项目 0.25  

蓬溪县乡村振兴项目 1.11  

射洪县第三人民医院住院综合楼 0.20  

沱牌镇棚户区改造项目 0.30  

内江市城市停车场建设项目 0.20  

内江市应急供水抢险基地工程 0.11  

成渝国际冷链物流中心及配套设施项目 0.39  

椑木镇乡村振兴 1.10  

威远县 2021 年城镇老旧小区配套道路改造项目 0.21  

隆昌市自来水厂、取水及输配水工程 0.45  

隆昌市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园建设项目 0.70  

乐山高新区北部片区农村产业融合示范园建设项目（一期） 0.10  

乐山市五通桥区中国根书文化 AAA 级景区配套基础实施建设项目

（一期） 
0.80  

金口河区为农服务中心及道地中药材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 
0.24  

犍为县养老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0.60  

犍为县应急后备医疗体系及能力提升项目 0.50  

井研县人民医院传染病区建设项目 0.24  

沐川县殡葬服务改造提升项目 0.30  

沐川县马边河流域乡村振兴农旅融合示范项目 0.60  

峨眉山市老年养护院（Ⅰ期） 0.33  

峨眉山市城区供水工程 0.15  

峨眉山第二批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二期） 0.25  

峨眉山市生态停车场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0.07  

顺庆区西城片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0.70  

南充市顺庆区嘉陵江经济带文化旅游综合开发建设项目 1.50  

新能源汽车配件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期） 0.80  

南部县九华巷、云岭家园等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0.30  

南部县城嘉陵路、黑水塘等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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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县轿子山养老服务中心建设项目（二期） 0.30  

营山县人民医院急慢性病救治管理中心（核医学科）及配套设备设施

建设项目 
0.30  

蓬安县殡仪馆迁建及青龙山公墓异地扩建 0.30  

四川省蓬安县整区域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示范县项目 0.50  

蓬安县原汽车站片区和笔架山片区老旧小区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 
0.50  

蓬安县公办幼儿园新建项目 0.20  

蓬安县传染病医院建设项目 0.20  

蓬安县中医医院扩建工程 0.30  

仪陇县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三期）建设项目 0.30  

仪陇县第二人民医院建设项目 1.00  

阆中市妇幼保健院（分院）建设项目 0.25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生活污水收集和垃圾转运处理建设项目 2.24  

眉山市东坡区优抚医院建设项目 1.28  

仁寿县县域医疗次中心建设项目 0.37  

仁寿县人民医院及传染病医院建设项目 1.00  

仁寿县妇女儿童医院及中医医院新区医院项目 1.68  

彭山区精神卫生保健院暨传染病区建设项目 0.20  

海峡产业园（一期）项目 0.50  

丹棱县全域农旅融合建设项目 0.70  

丹棱县 AAAA 级老峨山景区建设项目（一期） 0.55  

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西区院区一期建设项目 2.20  

宜宾三江新区乡村振兴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二期） 0.20  

宜宾三江新区龙头山农业产业振兴项目 0.77  

宜宾市翠屏区 2022 年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0.10  

宜宾市第二妇女儿童医院基础设施及隔离设施建设项目 0.15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宜宾市翠屏区新基建项目 0.10  

宜宾市翠屏区金秋湖乡村振兴建设项目 0.64  

宜宾市叙州区传染病医院建设项目 0.25  

长宁县 2022-2025 年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0.77  

泽鸿故里 4A 级景区旅游服务保障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0.52  

筠连县中部片区乡村振兴建设项目 0.50  

筠连县川红小镇产业融合发展项目 0.12  

兴文县地震灾后重建产业转型发展项目 0.20  

兴文县 2021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0.50  

屏山县人民医院中都院区建设项目 0.10  

屏山县综合能源利用项目 0.20  

平安、中桥片区道路及雨污管网综合整治工程 0.40  

成渝双城经济圈川渝高竹新区乡村振兴农旅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项

目 
0.43  

成渝双城经济圈川渝高竹新区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 0.13  

广安市前锋区幼儿园建设项目 0.30  

武胜县城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0.20  

川渝合作武胜县妇女儿童医院建设项目 0.60  

广安市武胜县中医医院城南院区等建设项目 0.86  

武胜县第二人民医院建设项目（一期） 0.50  

邻水县太阳湾棚户区改造项目 0.36  

http://www.lhratings.com/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信用评级报告 

www.lhratings.com 20 

邻水县邻西夏城棚户区改造项目 0.80  

邻水县学前教育能力提升工程 0.30  

邻水县人民医院传染病区建设项目 0.35  

通川区乡村振兴农旅融合建设 1.00  

达州市通川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三期项目 1.50  

达川区侨兴片区老旧小区改造建设项目 0.60  

达川区华泰、保险片区老旧小区改造建设项目 0.50  

达川区金南、广新片区老旧小区改造建设项目 0.50  

达川区科南、万兴片区老旧小区改造建设项目 0.60  

宣汉县 2021-2023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0.93  

开江县 2021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0.20  

开江县中医院传染病大楼建设项目 0.20  

大竹县城区智慧城市基础设施项目 0.31  

渠县区域性医养中心建设项目 0.50  

渠县中医院中医特色医疗专科大楼建设项目 0.46  

万源市先农坛及周边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0.08  

雨城区农村幼儿园建设项目 0.25  

雨城区三所幼儿园建设项目 0.15  

雅安市名山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0.50  

名山区全域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1.00  

荥经县 2022 年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0.10  

汉源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产儿科能力提升及托育机构建设

项目 
0.17  

汉源县中医医院医学流程改造、室外附属工程及能力提升建设项目 0.17  

汉源县殡葬服务提档升级改扩建项目 0.25  

天全县中医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建设项目 0.60  

天全县养老服务中心及智慧养老改造项目 0.30  

天全县急诊急救综合业务用房建设项目 0.13  

天全县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建设项目 0.20  

芦山县城市智慧停车场 0.08  

十八月潭景区旅游基础设施提升改造项目 1.00  

巴州区南池河排水设施建设项目 0.60  

巴中市恩阳区柳林镇等十个集镇（社区）污水处理站提标扩容改造建

设项目 
0.50  

南江县城市停车场建设项目 0.20  

平昌县信合老旧小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0.18  

资阳市雁江区晏家坝乡村振兴示范园项目 0.40  

雁江区“美丽场镇”建设工程（四个试点场镇） 0.20  

资阳市城东自来水厂建设项目 0.90  

安岳县 2022 年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0.15  

安岳县传染病医院建设项目 0.15  

安岳县城区幼儿园建设项目（第二批） 0.20  

乐至县现代蚕业产业园建设项目 0.50  

乐至县现代粮油产业园建设项目 0.40  

乐至县第三人民医院服务能力提升项目 0.20  

汶川县阿尔沟旅游扶贫综合开发项目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0.65  

炉霍县人民医院住院综合楼建设项目 0.12  

凉山彝族自治州第二人民医院新院区建设项目（一期）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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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昌市人民医院改扩建项目 0.15  

德昌县德州街道片区、麻栗镇片区饮水综合提升及移民安全供水保障

项目 
0.15  

德昌县中医医院新建中医药医教研综合楼项目 0.20  

越西县环卫一体化设施建设项目 0.20  

小计 96.58  

2023 年四川省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专项债券

（四期）-2023 年四川省政府专项债券（四

期） 

武青西三路城市停车场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0.20  

宁德时代 35KV 外线供电工程 0.50  

自贡市內自同城区域医疗中心 0.20  

川南灾害医学紧急救治中心项目 0.30  

2022 年大安旧城老旧小区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0.20  

荣县人民医院危急重症能力提升建设项目 0.20  

富顺县东部水厂工程 0.50  

攀枝花市花城新区城市停车场建设项目 0.30  

泸州市城东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 0.40  

合江新城过江通道工程（白沙长江大桥） 0.35  

龙马潭区金龙胡市片区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建设项目 0.20  

泸州市龙马潭区 2022 年主城区老化燃气供水管网更新改造项目 0.10  

泸县县城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0.50  

泸县县城停车场建设项目 0.20  

合江县城市供水工程 0.11  

合江县园区多式联运转运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0.92  

叙永县城区公共停车场及立体式停车场建设项目 0.20  

泸州市红色旅游基础设施项目（4A 太平古镇） 0.40  

白鹤花园棚户区改造项目（含配套设施）二期 0.60  

白鹤花园棚户区改造项目（含配套设施）一期 0.40  

德阳经开区中小企业孵化园项目 1.20  

旌阳高新区（孝感西区）配套基础设施项目 0.32  

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区 2019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0.25  

什邡市通航产业园项目 3.94  

绵竹市高新区绿色发展生物科技城 0.55  

绵阳经开区创新创业孵化园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0.10  

绵阳市涪城区妇女儿童医院建设项目 0.10  

绵阳市涪城区中医医院新建项目 0.48  

2022 年涪城区石塘片区等 36 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0.15  

2022 年涪城区城厢片区等 75 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0.15  

2022 年涪城区工区片区等 24 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0.15  

绵阳市游仙区人民医院老年医学中心 0.10  

绵阳市梓潼县 2021-2023 年现代农业园区建设项目 0.70  

“低碳广元”智慧化管理平台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0.10  

广元市“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建设项目 0.20  

剑阁县粮食仓储物流园区项目 0.30  

阆苍南协同发展苍溪县百利新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0.20  

遂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智能科技创新创业产业园建设项目 1.00  

遂宁市河东新区芳洲北路二期道路及管廊项目 1.10  

遂宁高新区学前教育提升项目 0.08  

遂宁市船山区老旧小区改造（三期）--育才路北片区、天宫路西片区、

文成社区、滨河社区、米市社区、南小区社区房屋主体维护建设项目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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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溪县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 1.83  

射洪市医疗卫生机构基础设施提升项目 0.15  

射洪县大榆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 0.30  

射洪市城区供水（备用）水源建设项目 0.10  

内江市市中区 5G+智慧停车场建设项目 0.10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实验区协同改革先行区.内江软件与信息技术服

务外包产业园（二期）项目 
0.55  

长江现代农业园区产业发展及配套设施项目 0.25  

森林小镇荷竹产业示范园暨农文旅商融合发展项目 0.30  

威远县无花果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项目 0.74  

资中县城区供水管网及供水设施改造提升项目 1.00  

隆昌市城区停车场建设项目 0.33  

乐山国家高新区智慧化停车场及配套基础设施项目 0.20  

四川省乐山市沙湾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一期） 0.95  

大渡河金口大峡谷景区扩容项目 0.30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东风堰文旅融合项目 0.90  

嘉陵区乡镇养老综合体 2.08  

嘉陵区文峰新城幼儿园建设项目 1.12  

南部县老城区停车场建设项目 1.20  

南部县中医医院传染病区建设项目 0.13  

营山县殡仪馆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0.16  

营山县城市停车场建设项目 0.70  

仪陇县河东南部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0.80  

眉山城市第三水厂二期工程项目 0.18  

眉山市东坡区全域旅游公共服务保障设施建设项目（一期） 0.30  

仁寿县人民医院提标扩能建设项目 0.50  

眉山市彭山区彭祖山旅游基础设施项目 1.50  

四川彭山经济开发区天然气管网及配套基础设施项目 0.33  

眉山天府新区彭山区域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项目 0.30  

丹棱县老旧小区更新改造项目 0.50  

四川省青神中等职业学校基础能力提升工程 0.20  

青神县城区范围内停车场新建及改扩建项目（二期） 0.20  

青神县全民健身设施建设项目 0.60  

翠屏区全域旅游项目 0.36  

宜宾市翠屏区殡葬服务建设项目 0.13  

宜宾市南溪区智慧停车场项目 0.10  

宜宾市南溪区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项目 1.17  

宜宾市南溪区供水保障工程 0.85  

南溪区 2023 年幼儿园建设项目 0.50  

G353 宜宾经南溪至泸州快速通道（江安段）项目 0.46  

“三线建设”珙县记忆文旅项目 1.00  

华蓥山隧道及引道工程 0.50  

广安市广安区人民医院三期工程建设项目 1.00  

岳池县中医医院紧急医学应急楼建设项目 0.20  

武胜县产业融合示范园区及武胜县晚熟柑桔初加工、冷链物流中心建

设项目 
0.80  

达州经开区堰坝棚户区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项目一期工程 1.10  

巴人文化历史博物馆项目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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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江县龙形山水库工程 0.10  

开江县城市污水处理厂提标扩能项目 0.33  

开江县老开中片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0.20  

大竹县竹凤段停车场智能升级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0.50  

大竹县引水入竹工程项目 2.40  

渠县健康信息化建设项目 1.60  

荥经县 2021 年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0.15  

汉源县九襄水厂管网延伸工程项目 0.30  

石棉县 50 万头生猪养殖基地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0.80  

巴中市光雾山景区生态园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1.00  

巴中市恩阳区柳林食品工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0.75  

南江县城供水工程 0.62  

南江县城市停车场建设二期 0.68  

平昌县二水厂老旧小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0.56  

平昌县一水厂老旧小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0.67  

2022 年资阳市雁江区老旧小区改造-自来水管理站等小区配套基础设

施 
0.10  

资阳市城乡垃圾分类项目（市本级） 0.20  

乐至县老旧小区改造工程 0.60  

昭觉县新城镇西街三期和新区（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 0.50  

小计 58.50  

2023 年四川省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专项债券

（五期）-2023 年四川省政府专项债券（五

期） 

国宾片区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工程 0.50  

侯家 79 亩地块东侧配套公服（地下停车场）项目 0.25  

武侯区 2022 年老旧院落改造及配套服务提升项目 0.30  

青白江区排水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0.50  

温江区新能源基础设施项目 0.50  

智慧蓉城温江新型基础设施智慧赋能建设项目 1.00  

金堂县自来水红旗水库取水工程-原水输水管道复线工程 0.80  

金堂县城区内涝整治工程 0.48  

金堂县淮州新城职教城供水工程 0.17  

成都市双流区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2.26  

成都市双流区智能终端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3.00  

成渝环线暨成都芯谷产业功能区园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1.60  

蒲江县老年养护中心建设项目 0.50  

蒲江县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建设工程 0.30  

智慧蓉城邛崃市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0.67  

简阳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项目 0.20  

四川省向家坝灌区北总干渠一期一步工程（大安区） 0.22  

四川省向家坝灌区北总干渠一期一步工程（富顺县） 0.22  

四川省向家坝灌区北总干渠一期一步工程（沿滩区） 0.32  

四川省向家坝灌区北总干渠一期一步工程（贡井区） 0.32  

四川省向家坝灌区北总干渠一期一步工程（自流井区） 0.32  

四川省向家坝灌区北总干渠一期一步工程（荣县） 0.32  

四川省向家坝灌区北总干渠一期一步工程（自贡市本级） 1.39  

自贡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建设项目 0.36  

自贡市第四人民医院突发公共事件紧急医学救援中心建设项目 0.66  

自贡高新区新能源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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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贡高新区创新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一期项目 0.48  

自贡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公铁联运仓储中心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 
0.20  

自贡航空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一期）建设项目 1.00  

自贡航空产业园大中型无人机生产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1.00  

自贡航空产业园（返乡创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2.50  

荣县精神病医院整体搬迁工程 0.60  

富顺县公共停车场建设项目 1.00  

米易县喜温蔬菜产业融合发展项目 0.20  

四川米易白马工业园区基础设施项目 0.62  

盐边县第二人民医院建设工程项目 0.30  

泸州市江阳区“老泸州”历史文化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0.70  

泸州市江阳区长江文旅带整体开发与基础设施提质建设项目（一期） 1.33  

纳溪区梅岭片区茶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区项目 0.80  

西南商贸物流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0.80  

龙马潭区双加松滩湖片区乡村振兴示范项目 0.30  

龙马潭区小市智慧老城及配套基础设施升级工程项目（一期） 0.40  

长开区 110kV 增电配网输变电建设项目 0.50  

龙马潭区空港物流产业园（一期）项目 0.50  

泸县全域供气项目 0.50  

泸川传染病专科医院项目 0.78  

泸县太伏神仙桥临港循环经济园区建设项目 2.00  

泸县乡村振兴二期-推进全域乡村振兴项目 0.92  

泸县神仙桥作业区二期码头及配套综合服务项目 2.00  

泸州市榕山过江通道工程（榕山长江大桥） 0.50  

合江县双城经济圈物流基地建设项目 1.53  

合江县智慧化城市建设项目（一期） 0.15  

叙永县公办幼儿园建设项目 0.80  

古蔺县西部片区养老服务综合体建设项目 0.40  

广汉市老旧小区（老城片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0.20  

广汉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0.80  

德阳高新区水系综合整治项目 0.90  

广汉市区域污水处理能力提升工程（一期） 0.28  

绵竹市老旧小区（剑南街道）改造项目 0.30  

绵竹市老旧小区（紫岩街道）改造项目 0.30  

绵竹市高新区智能化标准厂房及配套设施建设 0.50  

塘汛污水处理厂三期工程 0.50  

引通济安工程、绵阳科技城第二水源开茂水库水厂及配套管网工程 1.67  

绵阳经开区先进制造产业园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0.10  

中国（绵阳）科技城核医疗健康产业园 1.50  

高新发展智能制造产业园（二期）工程 0.38  

高新区新能源产业园 110KV 电网线路及专用变电站工程 0.60  

三台县冷链物流中心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2.05  

江油市城乡就业创业孵化产业园 2.50  

广元国际铁路物流园项目 0.72  

广元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项目 0.50  

广元（中欧）国际木材物流园项目 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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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元经开区供水设施提升改造项目 0.20  

广元市朝天区明月峡龙门阁 4A 级景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0.12  

省道 411 广元市苍溪至旺苍段公路建设工程（旺苍段） 1.80  

青川县第一人民医院业务综合楼建设项目 0.20  

剑阁县普安金剑工业园区项目一期 1.00  

亭子口灌区一期工程（广元段） 0.54  

遂宁国家级经开区成渝双城经济圈电子信息产业合作示范园及配套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0.75  

遂宁高新区大宗物资集散分拨中心项目（一期） 0.50  

遂宁市安居区老城区地下综合管廊建设项目 1.10  

遂宁市安居区凤凰新城地下管廊建设项目 0.22  

射洪市花果山 AAA 级旅游区基础设施提升项目（一期） 0.60  

射洪智慧城市及锂电产业智能平台建设项目（一期） 0.40  

射洪市绿色生态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期） 0.60  

大英县“互联网+智慧教育”建设项目 0.30  

成渝双城经济圈·威远县船石湖湿地公园项目 0.51  

威远县数字市政设施建设（一期）项目 2.00  

威远经开区—页岩气综合利用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C 区建设

项目 
0.50  

威远经开区—页岩气综合利用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A 区建设

项目 
0.80  

资中县智慧停车场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0.10  

隆昌石牌坊旅游区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0.55  

隆昌市城市污水处理设施能力提升项目 0.70  

四川省乐山市沙湾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基础设施补短板建设项目 0.60  

110 千伏红豆输变电新建工程 0.10  

110 千伏楠木湾输变电新建工程 0.15  

沐川县粮油+魔芋现代农业产业园基础建设项目 1.00  

马边彝族自治县中心城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0.24  

顺庆区和平路片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0.60  

南充市高坪区城区污水管网改造工程 1.70  

南部县滨江小区、柳林小区等老旧小区改造建设项目 0.60  

营山县老旧小区主体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和雨污管网建设项目 0.70  

蓬安县乡村振兴项目 2.00  

蓬安县周子古镇片区老旧小区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0.50  

蓬安县老广场片区和城中市场片区老旧小区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一期） 
0.15  

仪陇县城乡充电桩建设项目 0.40  

南充临江新区西充片区汽配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2.90  

阆中市公园路片区老旧小区改造建设项目 1.35  

阆中市天上宫片区老旧小区改造建设项目 1.40  

眉山城市新中心停车场项目 0.22  

眉山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综合管廊建设项目 0.41  

眉山市东坡区区域医疗次中心建设项目（一期） 1.50  

眉山天府新区第一人民医院建设项目 1.50  

眉山市彭山区智慧停车场项目 0.90  

江口明末战场遗址旅游基础设施配套项目 0.47  

洪雅县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1.30  

洪雅县全域医疗能力提升及智慧化建设项目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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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棱县疫情防控和医疗卫生优化提升项目 0.25  

青神县数字市政设施建设项目 1.00  

青神县学前教育能力提升项目 0.50  

宜宾三江新区锂电动力产业园基础设施及配套项目 0.20  

宜宾三江新区高科技新材料产业园基础设施项目 0.20  

宜宾三江新区航天航空材料产业园区基础设施项目 0.20  

宜宾三江新区三江悦谷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4.00  

国道 247 线自贡漆树至宜宾段公路 5.00  

宜宾市翠屏区殡葬服务二期建设项目 0.20  

宜宾市翠屏区中心城区雨污分流整治建设项目 1.02  

宜宾市翠屏区古塔文体基地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0.38  

宜宾南广古镇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2.00  

省道 S215、310 线宜宾市叙州区岷江沿线快速通道项目 2.45  

川南云智一体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0.50  

叙州区豆坝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0.80  

四川高县经济开发区基础设施提升巩固及综合配套项目 2.80  

珙县殡葬服务综合体系建设项目 1.00  

兴文县成渝双城经济圈商贸物流集散中心建设项目 0.70  

成渝产业协同-兴文县经开区产业承接园区建设项目 1.28  

广安经开区枣山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2.00  

成渝之心·广安经开区农创（农药创制）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3.00  

四川广安临港经济开发区方坪片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期 2.00  

岳池县人民医院城东院区建设项目 2.85  

武胜县学前教育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0.30  

邻水县冷链物流园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0.30  

邻水县东部未来城产城融合基础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0.85  

华蓥市川渝电子信息产业园建设项目 1.80  

达州高新区新材料产业园二期工程项目 1.60  

航空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1.00  

达州市宣汉县白岩滩水库工程 0.89  

浙川东西部协作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宣汉片区仓储（冷链）物

流园建设项目 
2.00  

中国西部服饰产业城三期项目（一批次） 2.80  

万源市李家梁水库工程 1.77  

国道 318 名山区黑竹（成都界）至雨城区多营段改建工程 2.00  

汉源县唐富物流园区基础设施项目 0.30  

汉源县工业园区管网及相关基础设施提升改造建设项目 0.26  

芦山县汉姜古城 4A 景区改造提升项目 0.82  

诺水河至光雾山公路（米仓大道） 5.00  

巴中经开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0.80  

巴中经济开发区产业园区综合管廊建设 0.40  

巴中经济开发区生物医药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0.80  

巴中城乡冷链物流建设项目 0.28  

巴中市恩阳区兴隆优质粮油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 0.75  

省道 204 线诺（水河）华（蓥）公路通江县城至诺水河段新建工程 0.30  

通江县工业园金堂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园基础设施配套建设项目 1.70  

平昌县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1.10  

http://www.lhratings.com/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信用评级报告 

www.lhratings.com 27 

资阳市园区智慧化和大数据运营中心项目 0.40  

资阳市老年病医院建设项目 0.20  

阿坝州松潘县人民医院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及综合救治能力提升

项目 
0.40  

黑水县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文旅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0.60  

康定市跑马山景区震后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二期） 1.00  

康定市区域医疗信息化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期） 0.10  

甘孜县供暖（一期）建设项目 0.50  

小计  155.51  

2023 年四川省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专项债券

（六期）-2023 年四川省政府专项债券（六

期） 

天府总部商务区南部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期）项目 1.20  

天府总部商务区北部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二期） 1.00  

中优片区基础设施配套建设项目（万安片区） 2.50  

中央法务区基础设施项目（一期） 0.90  

成都轨道交通 18 号线三期工程 0.50  

轨道交通 27 号线一期 1.20  

成都轨道交通 17 号线二期工程 1.30  

成都轨道交通 30 号线一期工程 1.00  

成都久隆水库工程 1.50  

富顺县安和水厂工程 0.50  

龙马潭区学前教育建设项目 0.20  

合江县大佛宝景区旅游综合开发建设项目 0.80  

广元铝产业基地（盘龙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0.80  

朝天区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项目 0.10  

兴文县经济开发区补短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2.46  

小计 15.96  

2023 年四川省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专项债券

（七期）-2023 年四川省政府专项债券（七

期） 

川藏铁路引入成都枢纽天府至朝阳湖段（成都段） 4.42  

小计 4.42  

合计  35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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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地方政府主体和债券信用等级设置及其含义 

 

联合资信地方政府主体和债券信用等级划分为三等九级，符号表示为：AAA、AA、A、BBB、

BB、B、CCC、CC、C。AAA 级可用“-”符号进行微调，表示信用等级略低于本等级；AA 级至 B

级可用“+”或“-”符号进行微调，表示信用等级略高于或低于本等级。 

各信用等级符号代表了评级对象违约概率的高低和相对排序，信用等级由高到低反映了评级对

象违约概率逐步增高，但不排除高信用等级评级对象违约的可能。具体等级设置和含义如下表。 

 

级别设置 含义 

AAA 偿还债务的能力极强，基本不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违约风险极低 

AA 偿还债务的能力很强，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不大，违约风险很低 

A 偿还债务能力较强，较易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违约风险较低 

BBB 偿还债务能力一般，受不利经济环境影响较大，违约风险一般 

BB 偿还债务能力较弱，受不利经济环境影响很大，违约风险较高 

B 偿还债务的能力较大地依赖于良好的经济环境，违约风险很高 

CCC 偿还债务的能力极度依赖于良好的经济环境，违约风险极高 

CC 基本不能偿还债务 

C 不能偿还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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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 年四川省政府专项债券（一至七期） 

的跟踪评级安排 

 

根据相关监管法规和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资信”）有关业务

规范，联合资信将在 2023 年四川省政府专项债券（一至七期）（以下简称“本批专项债

券”）信用评级有效期内持续进行跟踪评级，跟踪评级包括定期跟踪评级和不定期跟踪

评级。 

四川省财政厅应按联合资信跟踪评级资料清单的要求及时提供相关资料。联合资信

将按照有关监管政策要求和委托评级合同约定在本批专项债券评级有效期内完成跟踪

评级工作。 

四川省经济状况及相关情况如发生重大变化，或发生可能对本批专项债券信用评级

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四川省财政厅应及时通知联合资信并提供有关资料。 

联合资信将密切关注四川省经济状况及相关情况，如发现有重大变化，或出现可能

对本批专项债券信用评级产生较大影响的事项时，联合资信将进行必要的调查，及时进

行分析，据实确认或调整信用评级结果，出具跟踪评级报告，并按监管政策要求和委托

评级合同约定报送及披露跟踪评级报告和结果。 

如四川省财政厅不能及时提供跟踪评级资料，或者出现监管规定、委托评级合同约

定的其他情形，联合资信可以终止或撤销评级。 

联合资信将指派专人及时与四川省财政厅联系，并按照监管要求及时出具跟踪评级

报告和结果。联合资信将按相关规定报送及披露跟踪评级报告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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