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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4 日早上 8 点，北京街道上戴
着口罩出行的人多过以往。望着窗外的
灰白天空，出租车司机李师傅说，“雾霾
又来了，有点‘辣嗓子’，这雾霾怎么来得
这么勤！”根据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
的空气质量预报，11 月 4 日北京城六区
空气质量指数为 280 到 300 之间，主要
污染物为细颗粒物。

北京正在经历的雾霾，是10月以来
袭击京津冀区域的第四轮比较严重的空
气污染。供暖尚未开始，本应秋高气爽
的季节，何以频频被雾霾袭扰？大气治
理攻坚战已经打响 3 年多，到底采取的
措施有没有效果？与雾霾相伴而来的诸

多追问，期待有个答案。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柴发合认

为，近年来，华北地区频繁在秋冬季节遭遇
重污染天气，既有客观上的不利气候条件
的影响，也与较高的污染排放有关。

柴发合解释说，9月、10月是华北地区
秋冬季节的交替时刻，北方的冷空气南下
与南方的暖湿气团北上相遇，容易形成静
稳、高湿、逆温层较低的气象条件，非常不
利于污染物扩散。如果这样的气象条件维
持两三天以上，就会导致重污染天气出现。

2013年以来的监测数据也证实，华北
地区在秋冬季的转换期，只要出现静稳、高
湿的气象条件，必定出现重污染过程。中

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贺
克斌说，研究发现，大部分重污染天气出
现的时候，空气中的湿度都超过80%。

中科院大气所研究员王自发则认为，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今年秋冬季，我国
北方预计南风多、逆温时间长、静稳天气
多，这些气候特征都非常不利于空气扩
散，容易造成污染积聚。

虽然专家们都认可不利气象条件的
加码作用，但也都一致表示，雾霾的根源，
一定是较高的污染排放。贺克斌说，一个
很简单的道理，上世纪 90 年代，在 9 月、
10 月也会出现静稳高湿的气象条件，但
为什么人们的记忆中没有霾呢？因为那个
时候的污染排放量只有现在的 1/3。只要
排放量回到那个水平，就不会出现一碰到
不利气象条件天气就重污染的局面。

柴发合说，分析近几次重污染过程北
京空气中的污染物可以看出，硝酸盐、硫
酸盐、有机碳（OC）、元素碳（EC）浓度占
比都较高，说明北京市 PM2.5 浓度受本
地及周边的机动车和工业燃煤排放，以及
氮氧化物等二次转化影响显著。

10月以来雾霾频繁袭击京津冀，同时
也加重了人们对即将到来的供暖季燃煤污
染的担忧。对此，环境保护部大气环境管

理司司长刘炳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今冬明春重污染天气的频次可能会多，但
污染强度不会达到去年爆表的程度。

据悉，针对 10 月以来京津冀出现的
重污染天气，环保部已累计派出 22 个督
查组。环保部环境监察局局长田为勇介
绍，督查发现部分高架源企业仍在超标排
放污染物，部分城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减排措施未落实，个别“土小”企业群环境
问题突出。诸如，在现场督查中发现，河
北省迁安市政府对企业提出的应急减排
措施不合理，在启动应急响应后，部分企
业未采取任何实际减排行动;对企业应急
响应措施督导力度不够，检查内容流于形
式，无法促进企业实际减排。

“目前，我们正在对北京、廊坊、保定
等几个城市重污染天气应对预案措施进
行评估”。刘炳江指出，解决地方应对措
施不实、不匹配的问题，将让环境执法更
有的放矢。

雾霾频发的严峻现实提醒我们，大气
治理这场攻坚战的复杂性、艰巨性与长期
性。此时更需要保持治霾举措的定力，不
能因为好天气多了，治理就放松了，思想
就懈怠了；也不必因为雾霾来了，就怨天
尤人，失去对治理的信心。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整体水平和风
险情况备受社会各界关注。11 月 4 日，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就如何厘清政府债
务范围、堵住违法举债渠道等问题，回
答了《经济日报》记者提问。

明晰政府和企业债务关系

从 2015 年实施的新修订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以及《国务院关于
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构
建了我国地方政府举债融资的法律制
度框架。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国务院
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规定，明确政府和企业责任，政府债务
不得通过企业举借，企业债务不得推给
政府偿还，切实做到谁借谁还、风险自
担。新预算法规定，除发行地方政府债
券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以任
何方式举借债务。

财政部推动地方各级政府建立了
政府债务限额管理、预算管理、风险预
警等制度，2015年以来地方政府新增举
债全部采取发行政府债券方式。同时，
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对新预算法实施
前截至 2014 年末的地方政府性债务存
量进行了清理甄别，分清了政府和企业
的责任。其中，凡属于政府债务的部分，
纳入限额管理和预算管理范围，允许地
方逐步发行地方政府债券进行置换。

“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范围，
依法是指地方政府债券，以及清理甄别
认定的 2014 年末非政府债券形式存量
政府债务。新预算法实施以后，地方国
有企业（包括融资平台公司）举借的债
务依法不属于政府债务，其举借的债务
由国有企业负责偿还，地方政府不承担
偿还责任；地方政府作为出资人，在出
资范围内承担有限责任。”财政部有关
负责人强调。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白景
明向《经济日报》记者表示，近年来我国
妥善处理融资平台公司存量债务问题，取
得很大成效。“在新预算法实施后，必须注
意厘清政府债务和企业债务的关系，融资
平台公司作为地方国有企业，是独立法

人，其举借的债务并不属于政府债务。”白景
明说。

风险防控有根本支撑

据悉，截至 2015 年末，我国地方政府
债务16万亿元，如果以债务率（债务余额/
综合财力）衡量地方政府债务水平，2015
年地方政府债务率为 89.2%，低于国际通
行的警戒标准。2016 年，经全国人大批
准，新增中央政府债务限额 1.4 万亿元、地
方政府债务限额1.18万亿元。

“随着 2016 年 GDP 的增长和地方财
政收入的增加，预计到2016年末负债率不
会出现大的变化。今后，我国GDP和地方
财政收入仍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也为地
方政府债务风险防控提供了根本支撑。”财
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该负责人介绍，地方政府债务资金使
用遵循国际通行的黄金法则，依法只能用
于公益性资本支出，不得用于经常性开
支。目前，地方政府适度依法举债集中用
于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符合代
际公平原则，能够有效节省未来年度相关
建设开支，以后年度地方政府可以将对应
的建设资金调剂用于偿还到期债务，实现
跨年度预算平衡。而且，地方政府用债券
资金开展的公益性项目建设，形成了大量
资产，其中有不少属于可变现资产，为今后
地方政府偿还到期债务提供了物质保障。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
副院长郑春荣认为，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
成因、用途和一些发生债务危机的国家不
一样，地方政府债务率、负债率在国际上属
于较低水平，风险总体可控。

债务管理制度尚需完善

经全国人大批准，2016年新增地方政
府债务限额 11800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7800亿元、专项债务4000亿元，比上年增
加 5800 亿元，落实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阶段性提
高财政赤字率”的要求。

财政部负责人透露，截至9月底，全国
地方已经发行新增地方政府债券11347亿
元，占全年新增限额的96.2%。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要求，2016年
地方政府新增债券资金，主要用于重大
公益性项目支出。各地积极采取措施，
用好用足新增地方政府债券资金，对实
现实体经济去杠杆、经济社会事业补短
板发挥了重要作用。”该负责人说。

此外，2015 年底，经国务院批准印
发的《财政部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
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明确，将在三年
左右的过渡期内，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置
换存量政府债务中非政府债券形式的
债务。该负责人表示，自这项工作启动
以来，至 2016 年 9 月底，全国地方累计
完成发行置换债券7.2万亿元。

通过发行政府债券置换存量债务，
进一步规范了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促进
政府债务依法全部纳入预算管理；减轻
了地方政府到期债务集中偿还压力，有

利于支持金融机构化解系统性风险；降
低了地方政府利息负担，初步匡算 2015
年至 2016 年累计为地方节约利息支出
6000亿元；维护了地方政府信用。

“当前地方政府债务领域也存在一
些新的问题，主要是局部地区偿债能力
有所弱化、个别地区风险超过警戒线、违
法违规融资担保现象时有发生、一些政
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存在不规范现象
等。”该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坚持

“开前门、堵后门”的改革思路，进一步完
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坚决制止地
方政府违法违规融资担保行为，堵住各
种不规范渠道。

“当前应高度重视出现的局部风险，
必须把问题解决在发端，尤其是强化预
算管理、责任追究、应急处置等制度。”白
景明说。

债务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法律问题，
新预算法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
性债务管理的意见》构建了我国地方政
府举债融资的法律制度框架，是地方政
府举债融资和处理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
基本依据。

此次财政部负责人对地方债问题的
表态，一大看点是：新预算法实施以后，
地方国有企业（包括融资平台公司）举借
的债务依法不属于政府债务，其举借的
债务由国有企业负责偿还，地方政府不
承担偿还责任。

这一表态实际上是重申、强调了法
律的规定。为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按照疏堵结合、“开前门、堵后门、筑围
墙”的改革思路，新预算法增加了允许地
方政府举借债务的规定，同时从主体、用
途、规模、方式等方面作出限制性规定，
从法律上解决了地方政府债务怎么借、

怎么管、怎么还的问题，把地方政府融资
引导到阳光下。

为何要厘清融资平台公司债务与地
方政府债务的法律关系？这在很大程度
上是为了防范“道德风险”。以往融资平
台公司由于责任不清、政府违规担保承
诺等原因，造成了不少债务问题。在新
的法律框架下，厘清两者的债务关系，强
调政府对融资平台公司不负偿还责任，
有利于市场各方明确各自权利义务，切
实做到谁借谁还，风险自担。

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其他方面，也
要严格依法进行，包括加强地方政府债
务预算管理，强化预算约束；建立落实地
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应急
处置机制以及责任追究机制，做好地方
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和债券发行等。此
外，还要强化对违法违规举债的惩处
力度。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回应地方债热点问题——

厘清政企债务关系 堵住违法举债渠道
本报记者 曾金华

本版编辑 郭存举

近年来，我国切实规范

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取得了

积极成效，地方政府债务风

险总体可控。针对当前地方

政府债务领域存在的一些新

问题，包括局部地区偿债能

力有所弱化、违法违规融资

担保现象时有发生等，应进

一步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制度，切实防范化解财政金

融风险——

10月以来，雾霾频繁袭击京津冀。且看专家解读——

秋 高 为 何 气 不 爽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曹红艳

华北地区频繁在秋冬季节遭遇重污染天气，既有客观上的不利

气候条件的影响，也与较高的污染排放有关

今年秋冬季，我国北方预计会出现南风多、逆温时间长、静稳天

气多等现象，这些气候特征都非常不利于空气扩散

本报北京 11 月 4 日讯 记者吴佳佳从国家卫生计
生委获悉：我国今年将启动针对胃癌、结肠癌、儿童急性
白血病等 9 种疾病的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并在
贵州、四川、山西、陕西、安徽、河南、江西和宁夏8省（区）
先行启动。

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表示，2016年至2018年，
将对经国家卫生计生委核实核准的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
口，以及经民政部核实核准的农村特困人员和低保对象
等贫困人口中，罹患儿童先天性心脏房间隔缺损、儿童先
天性心脏室间隔缺损、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儿童急
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食管癌、胃癌、结肠癌、直肠癌、终
末期肾病9种疾病的患者进行专项救治。

“8省（区）先行启动后将逐步扩大实施地区，以减轻
农村贫困大病患者及家庭的病痛疾苦和负担。”李斌说。

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启动
对9种疾病患者专项救治

本报北京 11 月 4 日讯 记者郑彬报道：A 级景区实
行“有进有出”动态管理又有新动作。国家旅游局今天宣
布，吉林省吉林市朱雀山国家森林公园等10家不合格的
4A 级景区被取消资质。与此同时，经评审合格，内蒙古
满洲里市中俄边境旅游区等 9 家景区获批国家 5A 级旅
游景区。

取消的 4A 级景区包括：吉林省吉林市朱雀山国家
森林公园、九台碧水庄园度假村、四平市二龙湖风景区、
长白山野山参生态园景区，江苏省徐州沛县汉城景区、连
云港赣榆抗日山风景区、淮安盱眙县明祖陵景区，浙江省
杭州市临安河桥古镇景区，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丰乐生
态园景区、蚌埠市蚌埠闸水利风景区。

这些景区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安全管理不到位、厕
所革命落后、市场秩序混乱、环境卫生条件差、旅游基础
及服务设施严重不足、标识导览系统短缺、资源保护措施
不力等。同时，各地对其他一些不合格的景区分别给予
了严重警告处理、警告处理和通报批评处理。

此次公布的 9 家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为：内蒙古自
治区满洲里市中俄边境旅游区、安徽省六安市万佛湖景
区、河南省安阳市红旗渠·太行大峡谷旅游景区、广东
省中山市孙中山故里旅游区、海南省三亚市蜈支洲岛旅
游区、陕西省宝鸡市太白山旅游景区、四川省南充市仪
陇朱德故里景区、新疆伊犁州喀拉峻景区和巴音郭楞州
和静巴音布鲁克景区。截至目前，全国 5A 级旅游景区
已达227家。

10 家 4A 级 景 区 资 质 被 取 消
存在厕所革命落后等问题

11 月 3 日，农行江苏盐城中汇支行工作人员在江苏
盐城福华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根
据地方产业特色，盐城市金融机构积极为实体经济投放
贷款资金支持，依托以悦达起亚为龙头的汽车产业链扶
持汽车配件中小企业发展。

陈运江摄

以法治思维看待债务问题
振 法

实体发展 金融先行

本报北京 11 月 4 日讯 记者佘颖报道：国家工商总
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税务总局、国务院法制办近日
联合在京召开全面实施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
证“两证整合”登记制度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国家工
商总局局长张茅提出要以推进个体工商户“两证整合”为
契机，把促进个体经济发展同实施“两证整合”改革结合
起来，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和良好的营商环境，研
究、探索新型市场主体依法登记问题，稳妥推进个人网商
登记工作，实现线上线下统一登记、一致监管、公平纳税。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个体工商户的登记准入和后
续监管亟须简化优化，商事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实施个
体工商户“两证整合”登记制度改革，对于更好地释放市
场活力有重要意义。

张茅强调，各地在推进改革过程中，要统一工作流
程，严格工作规范，按照《工商总局等四部门关于实施个
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两证整合”的意见》要
求，统一个体工商户登记业务流程和工作规范，保证数据
采集质量，严格按照业务流程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业务，
向税务部门传输数据，切实履行对申请人的告知义务，及
时提供咨询服务。要加快技术改造，保障信息交换畅通，
在11月25日前完成登记系统改造、信息公示、数据汇总
等测试联调，确保信息传输互联互通、及时共享，保障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顺利使用，确保 12 月 1 日起，在全国全
面实施个体工商户“两证整合”登记制度。

工商总局

稳妥推进个人网商登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