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重庆市地方政府再融资一般债券(工期、三期)

信息披露文件

一、债券概况

(一)基本情况

2022年重庆市地方政府再融资一般债券(二期)、再融资一

般债券(三期),本批次债券发行总规模120.66亿元,品种为记

账式固定利率附息债券,为再融资债券, 3'\ 5年期债券利息按年

支付,到期后一次性偿还本金,发行后可按规定在全国银行问债

券市场和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上流通。

拟发行的2022年重庆市地方政府再融资债券概况

债券
付息方式债券名称 发行规模

期限

合计 120.661乙7巳

2022年重庆市地方政府再融资一般债券
80亿元 3年 每年支付一次

期)

2022年重庆市地方政府再融资一般债券
40.66亿元 5年 每年支付一次

期)

(二)发行方式

2022年重庆市地方政府再融资一般债券(二期)、再融资一

般债券(三期)通过招标方式发行。重庆市财政局于招标日通过

财政部政府债券发行系统组织招投标工作,参与投标机构为

2021-2023年重庆市政府债券承销团成员。招标发行具体事项详



见《重庆市政府债券公开招标发行兑付办法》、《重庆市政府债券

公开招标发行规则以《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发行2022年重庆市政

府专项债券(十二至十四期)、再融资一般债券(二期、三期)

有关事项的通知》。

(三)募集资金投向说明

按财政部要求,一般债券资金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2022

年重庆市地方政府再融资一般债券(二期) 80亿元,用于偿还

2015年重庆市政府一般债券(三期)本金; 2022年重庆市地方

政府再融资一般债券(三期) 40.66亿元,用于偿还2019年重庆

市政府一般债券(三期)本金。本次到期债券具体情况如下: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期限 规模 偿还金额 票面利率 还本付息日

2015年重庆市政府一般
15重庆债03 7年 80亿元 80亿元 3.55%

2022年6月2
债券(三期) 日

2019年重庆市政府一般
19重庆06 3年 40.66亿元 40.66亿元 3.21%

2022年6月12
债券(三期) 日

二、信用评级情况

经重庆市财政局委托联合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评定,

2022年重庆市地方政府再融资一般债券(二期)、2022年重庆市

地方政府再融资一般债券(三期)信用级别为AAA。在存续期

内,重庆市财政局将委托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每年开展一次跟

踪评级。

三、“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情况

指导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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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以马克

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对重庆提出的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坚持“两点”定位、“两地”“两

高”目标,发挥“三个作用”和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

要指示要求,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积极

融入新发展格局,切实担当新发展使命,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

根本目的,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

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开好局、起好步。

主要目标:以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新范例为统领,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实现新的更大发展,努力在推进新时代

西部大开发中发挥支撑作用,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带动作

用,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发挥示范作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经济实力、发展活力、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支撑全国高

质量发展的作用显著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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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

创新中心。优化创新布局,培育创新力量,力争大科学装置、国

家实验室基地、“双一流”建设取得新进展,到2025年,市级以

上科技创新基地超过1000家 新型研发机构达到300家,高新

技术企业突破8000家,科技型企业超过4.5万家,有研发机构

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占比达到50%。改善创新生态,深入实施重

庆英才计划,健全创新激励政策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应用体系,

力争人才资源总量突破660万人,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5%。

(二)深入推动成渝地区双域经济圈建设,持续释放“一区

两群”空间布局优化效应。建设有实力、有特色的成渝双城经济

圈,合力建设现代基础设施网络,实现成渝问1小时通达,铁路

网覆盖20万以上人口城市。构建一体化发展机制,着力提升主

城都市区发展能级和综合竞争力,梯次推动主城新区和中心城区

功能互补、同城化发展,扎实推进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文旅融合发展,加快形成优

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三)壮大现代产业体系,着力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加

快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支柱产业

提质、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供应链提升三大工程,力争工业规

模达到3万亿元。做大做强现代服务业,加快西部金融中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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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国际物流枢纽、中国软件名城、国际会展名城、世界知名旅游

目的地建设,基本建成国家级现代服务经济中心。推动数字经济

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强对科技创新的部署,加快集聚创新资

源,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对接;加强需求侧管理,加快建设国际

消费中心城市,扩大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转型升级、战略

性新兴产业等领域投资。加快培育内陆开放新优势,改善生产要

素质量和配置水平,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

(四)加快补齐传统基础设施短板,推动新型基础设施高质

量发展。建设西部国际综合交通枢纽,提速建设铁路大通道,持

续推进城市提升,优化重大基础设施、重大生产力和公共资源布

局;加快构建 “米”字型高铁网、推进普通铁路成环成网,加

快完善公路网络,建设“三环十八射多联线”高速公路网;加快

建设长江航运中心,构建“一干两支六线”长江上游航运枢纽;

打造国际航空门户枢纽,开工建设重庆新机场;到2025年,力

争高铁通车及在建里程超过2000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

4600公里、改善千吨级航道500公里、三级及以上航道里程达

到1200公里、机场旅客吞吐能力达到8000万人次。持续实施

“850+"城市轨道交通成网计划,中心城区城市道路达到7000公

里,建设一批智慧停车场;丰富山城步道、过街天桥、地下通道

等通行方式。完善能源保障体系,增强安全清洁的多元化能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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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能力,构建多渠道能源设施网络、构建灵活高效的能源储备调

峰体系;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到2025年新增年供水能力5亿

立方米预算,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85%。提升城市供水保障能

力,持续实施老旧管网改造和二次供水实施改造;提升防水防洪

能力,到2025年,全市江河堤防达标率提高到88%。系统布局

建设新型基础设施,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部署融合基础

设施、创新基础设施。

(五)实行更高水平开放,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畅通对

外开放通道,加快完善基础设施体系、现代物流体系、政策创新

体系,建设内陆国际物流枢纽和口岸高地。深化重庆与新加坡“点

对点”合作,带动中国西部与东盟国家“面对面”互联互通;提

高开放型经济发展质量,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壮大开

放型产业集群,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加快构建开放型经

济新体制,努力在西部地区带头开放、带动开放。

(六)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加快推进文化强市建

设。发展文化事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规划建设

大河文明馆、中国水文博物馆等新十大文化设施。建设一批文化

产业示范园区、都市演艺集聚区和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推动文

旅深度融合发展持续打造大都市、大三峡、大武陵三大旅游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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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建设国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共建巴蜀文

化旅游走廊,力争旅游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超过5%。

(七)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

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方针,全面实施《长江保护法},

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持续

推进治水、建林、禁渔、防灾、护文,落实长江十年禁渔任务。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强化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和区域协同治理,

长江干流重庆段水质优良比例达到100%。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构建绿色低碳产业体系,开展二氧化碳排放达峰行动,建设一批

零碳示范园区,培育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八)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提高社会建设水平。推进共同

富裕,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到2025年,城乡居民收入比降至

2.35: 1。加强职业能力培训,加快人力资源开发,缓解就业结构

性矛盾。完善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健全退役军人工作体系和保障

制度,关心关爱重点群体发展,实施健康中国重庆行动,建设体

育强市,到2025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2平方米。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促进入口长期均衡发展。推进社会治理多网融合。

(九)统筹发展与安全,守住安全发展底线。全力维护国家

安全,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坚决维护以政权安全、制

度安全为核心的政治安全。抓好经济安全,加强经济安全风险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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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防控机制和能力建设,健全金融风险防控体系,应对各类风

险挑战。保障城市运行安全,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各环节安全

管控,健全城市抗震、防洪、排涝、应对地质灾害应急指挥体系,

创建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市。保障公共卫生安全,完善疾病预防

控制体系和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增强新发传染

病防控能力和紧急医学救援能力。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坚决遏制

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重庆建设,健全社会

治安防控体系 推动扫黑除恶长效常治,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

会安定有序。

四、重庆市经济、财政和债务有关数据

一、地方经济状况

2019-2021年经济基本状况

二丁ê !f-171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23605. 8 25041.43 27894. 0

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6. 3 3. 9 8. 3

第一产业增加值(亿元) 1551.6 1803. 5 1922.0

第二产业增加值(亿元) 9392. 0 9969.6 11184.9

第=产业增加值(亿元) 12662.2 13268. 3 14787.1

产业结构

第一产业(%) 6.6 7. 2 6.9

第二产业(%) 39. 8 40.0 40. 1

第=产业(%) 53. 6 52. 8 53. 0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速(%) 5. 7 3. 9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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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总额(口亿元 因亿美元) 839. 6 941.8 1238. 3

出口额(口亿元 因亿美元) 538. 0 605. 3 800

进口额(口亿元 曰亿美元) 301.6 336. 5 438. 3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11631.7 11787.2 13967.7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37939 40006 43502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15133 16361 18100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年=100) 102. 7 102. 3 100. 3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年=100) 99. 8 99. 1 103. 2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上年二100) 100. 1 99.9 107. 2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本外币) (亿元) 39483. 2 42854. 3 45908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本外币) (亿元) 37105.0 41908.9 46927.6

二、财政收支状况(亿元〉

(一〉近=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

~巳\
2019年 2020年 2021年(执行数)

市本 全市 市本级 全市 市本级 全市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72 2135 723 2095 798 2285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360 4848 1440 4894 1625 4835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收入 331 331 450 450 777 777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80 165 90 293 96 666

(二〉近三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

政府性基金收入 1122 2248 1153 2458 1419 2358

政府性基金支出 740 2419 689 3133 942 2953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入 922 922 1262 1262 1743 1743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37 177 53 221 100 543

(三〉近=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63 132 40 99 29 104

国有资本经营支出 20 46 29 52 23 40

(四〉近三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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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895 1880 1022 2202 1263 2044

固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及对应

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和土地 633 1921 273 1638 344 1403
储备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地方政府债务状况(亿元〉

~工巳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政府债务限额 6049.4 7542.4 8903.4

政府债务余额 5603. 7 6799.2 8609.5

政府债务率 77% 87% 109%

注: 2019-2021年经济基本状况根据重庆市各年度统计年鉴整理,详细情况参见

重庆市统计局官方网站。2019年、2020年财政收支状况数据为决算数, 2021年财政

收支状况数据为执行数。

五、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

(一)全市政府债务限额情况

2019年,财政部核定重庆市2019年政府债务限额为6049.警

亿元,2020年,财政部核定重庆市2020年政府债务限额为7542.警

亿元,2021年,财政部核定重庆市2021年政府债务限额为8903.警

亿元。

(二)全市政府债务余额情况

2019年末,全市政府债务余额为5603.7亿元(其中:市本

级政府债务余额1767.6亿元),政府债务率77%0 2020年末,全

市政府债务余额为6799.2亿元(其中:市本级政府债务余额

2085.7亿元),政府债务率87%0 2021年末,全市政府债务余额

A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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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8609.5亿元(其中:市本级政府债务余额2570.5亿元),政府

债务率1090/0。

从债券资金投向来看,政府债务主要用于农林水利、市政建

设、教科文卫、生态环保、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社会事业

等基础性、公益性项目,不仅较好地保障了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

推动了民生改善和社会事业的发展,而且形成大量的优质资产。

从未来偿还情况看,政府债务2023年、2024年和2025年

到期需偿还的金额分别占9.警%、13.3%、8.50/0, 2026年及以后到

期需偿还的金额占68.8%,政府债务风险可控。

(三)加强债务管理、防范债务风险的政策措施

按照新预算法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

见~ (国发(2014) 43号),重庆市稳步推进政府债务发行、使

用、管理等各项改革工作,逐步建立了覆盖“借、用、还”全过程

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确保全市债务规模适中,风险可控。

1.注重制度建设,完善管理体系。不断完善政府债务管理制

度,形成了政府债务限额管理、预算管理、风险预警、应急处置

和考核问责的“闭环”管理体系,出台《重庆市政府性债务风险

应急处置预案~,建立健全政府性债务应急处置工作机制,切实

防范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

2.实施限额管理,控制债务规模。认真贯彻落实财政部《关

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 2015 ) 225

号),根据财政部下达的政府债务限额,及时编制新增债务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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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经市政府常务会审定后,报市人大常委会审批,将政府债

务分类纳入预算管理,定期公开我市政府债务年度限额和年末余

额情况,主动接受人大和社会监督。根据人大批准的预算调整方

案,综合考虑市级和各区县财力状况、债务风险、建设投资需求

等情况提出年度新增限额分配方案建议,经市政府批准后及时下

达市和区县执行,政府债务管理规范有序。

3.组织债券发行,支持经济发展。及时制定《重庆市政府债

券承销团组建及管理办法以《重庆市政府债券公开招标发行规

则》、《重庆市政府债券公开招标发行兑付办法》等债券发行文件,

认真做好承销团组建、信用评级、信息公开和发行兑付办法制定

等债券发行前期准备工作。加强债券市场研判,科学确定发行时

间,合理设置债券期限结构。通过发行债券筹集资金,及时保障

了重点项目建设资金需求,促进了全市经济社会稳定发展。

4.强化资金监管,规范资金使用。加强债券资金使用监管,

督促各区县和市级有关部门落实主体责任,提前做好新增债券项

目安排,科学合理制定债券资金年度使用计划,为提高债券资金

使用效益打牢基础。定期通报新增债券资金拨付使用进度情况,

督促各区县和市级有关部门落实项目管理责任,加快项目实施和

资金支出进度,切实提高债券资金使用效益。

5.防范债务风险,实施目标考核。根据年末债务余额和财力,

对全市政府债务实行风险评估,对高风险区县实施风险提示预警,

指导高风险区县加大债务化解工作力度,降低债务风险。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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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政府债务管理工作情况纳入区县政府实绩考核,从限额管理、

风险管理、偿债违约以及违规举债等方面对区县严格实施目标考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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