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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0月底，我国16个创新品种债券核准规模达2872.4亿元——

企业专项债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顾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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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债券不仅是市场化的融资手
段，也是贯彻落实中央战略部署、释放政
策信号、引导产业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介绍，目前我国
已推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债、养老
产业专项债、双创孵化专项债券、小微企
业增信集合债券等 16 个专项企业债券
创新品种。截至 2017 年 10 月底，上述
创新品种债券核准规模达 2872.4 亿元，
占到了核准总额的81.15%。

“近 5 年来，我国已累计核准发行企
业债券 2206 只，规模达 3.26 万亿元，较
上一个5年增长了34.36%。”国家发展改
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表示。

服务实体经济是第一要务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基础，为实体经
济发展服务，保障国家重点领域重点项
目建设，是企业债券的第一要务和立业
之本。

我国企业债券始于上世纪 80年代，
其诞生之初就是国家推进实施重大战
略、重大规划，保障重点项目建设的重要

抓手。据悉，通过有效利用社会资金，企
业债券支持了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全国
电网建设改造、钢铁化工能源产业发展、
保障性安居工程等一大批关乎国计民生
的重点项目和重大工程落地。

进入新时期，我国经济逐渐步入新旧
动能转换、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为
此，企业债券始终坚持与实体经济相结
合，发挥长期限、低成本的优势，有效满足
了一大批重点领域重点项目的融资需
求。“债券资金主要投入交通、能源、保障
性住房等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以及环
保、旅游、养老等国家大力扶持的行业，畅
通了投融资渠道，有效缓解了投资项目融
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促进了实体经济发
展。”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金融司副司长
陈洪宛说。

为项目量身定制债券品种

据统计，2013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
委先后推出了16个企业债券专项创新品
种，引领整个信用债券市场创新发展。

“专项债券属于市场化融资品种，具

体将形成多大的规模，取决于企业申报
发行情况。由于专项债券的申报不设置
区域和期限限制，所以规模也没有上限，
可以成熟一家、申报一家，不断扩大融
资。”陈洪宛表示。

比如，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专项债券
和社会领域产业专项债券两大创新品
种，募集资金均指定项目用途，能够为项
目建设提供“点对点”融资支持。

“像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专项债券，重
点支持产城融合、农业内部融合等 6 类
项目；社会领域产业专项债券，重点支持
健康、养老、教育培训、文化、体育、旅游
等 6 大产业。”陈洪宛说，上述产业和领
域目前都属于发展中的短板，面临产品
供给不足、市场发育不健全等共性问题，
通过发行企业债券畅通融资渠道，有助
于进一步吸引各类主体投入，促进这些
领域和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据了解，近年来发行的城市停车场
建设、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战略性新
兴产业、养老产业、双创孵化、配电网改
造、绿色债券、市场化债转股和PPP等专
项债券，均为在企业债券制度框架内“量

身定制”的债券品种。两年来，专项创新
品种债券累计发行 359 只，总规模接近
4000亿元。

防止债券资金脱实向虚

“不断加强企业债券事中事后监管，
始终将防范金融风险作为企业债券的发
展底线。”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在
多个场合强调指出，在坚持稳中求进总
基调的基础上，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
险的底线不动摇。

如何守住这一底线？该负责人表
示，首先要坚守企业债券服务实体经济
的本分，防止债券资金脱实向虚，从源头
上遏制金融风险。

据悉，与其他信用债品种相比，企业
债券始终坚持与实体投资项目挂钩，债
券资金以 7 年至 10 年的长期限为主，坚
决防止短期化风险，助力实体经济获得
长期增长动力。

其次，要科学把握宏观经济周期性
风险趋势，加强统筹协调，强化风险防范
主体责任，形成企业债券违约风险识别、
预警、排查、处置的全程监管防控体系。

第三，加强企业债券市场信用体系建
设。通过建立企业债券信用档案，开展企
业债券中介服务机构第三方信用评价，形
成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信用约束机制，
维护市场秩序。

此外，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分别在债
券期限、资金使用、偿债保障等方面开展
了不同程度的制度创新，推出了可续期
债券、小微企业增信集合债券、项目收益
债券等。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进一步
加大债市机制和产品创新，如积极稳妥
地发展资产证券化、项目收益债券、高收
益债券等产品；积极发展绿色债券及其
延伸投资工具；提高债券市场的统一性，
推动托管结算基础设施整合等。

“下一步，将继续推进企业债券发行
管理制度改革，探索募投项目实行‘正面
清单+负面清单’的管理制度，强化企业
债券的产业引导功能，提高企业债券资
金使用效率。”孟玮说。

金融监管的大网正越织越

密。上周，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

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紧

急通知，叫停网络小贷公司批

设。此前不久，央行等五部门发

布了《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

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

稿)》，拟对资管行业实施统一监

管；银监会也组织起草了《商业

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 （征求意

见稿）》，提出要规范商业银行股

东行为，强化股东资格管理。这

些金融监管组合拳，目的在于更

好地维护竞争秩序，防范金融风

险，让市场更有效率。

强化金融监管是金融市场发

挥功能的自身需求。众所周知，

金融业在市场经济中居核心地

位，其经营活动具有作用力大、

影响面广、风险性高等特点。由

于存在垄断、价格黏性、市场信

息不对称、外部负效应等情况，

自由竞争有效发挥作用的条件在

现实中并不总能得到满足，从而

导致经常性的市场失灵。这种现

象在其他行业主要表现为周期性

的产能不足或过剩问题，在金融

行业会导致严重的信用风险,甚

至引发金融危机。1997 年发生

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 年爆发

的美国次贷危机，殷鉴不远。为

了弥补缺陷，让市场更好地发挥

作用，防范“黑天鹅”“灰犀

牛”事件发生，必须要强化金融

监管。

当前各项金融监管措施的出

台，并不是要管死金融业务主体，阻碍金融创新，而是

要出牌有规则、经营有章法、竞争有秩序，剑指的是一

些金融乱象。比如，有的金融机构利用资金、渠道优

势，在不同市场和行业辗转腾挪，不顾风险加杠杆，大

搞监管套利；有的金融大鳄在股市里买、买、买，搞高

杠杆收购搅得市场不得安宁；有的金融业务主体不顾信

用，盲目扩张，乱放高利贷，自身赚了大钱却把麻烦问

题推向了社会。他们借着市场化和金融创新的名头，干

的却是只顾自身渔利的买卖，这些行为搞乱了市场秩

序，让真正守法合规的金融机构难以在竞争中胜出，产

生的是“劣者胜、优者汰”的效果。对此要旗帜鲜明地

严加监管，以有效维护市场秩序。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

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当前金融领域各项

新的金融监管举措正是对十九大精神的进一步落实。随

着国家金融稳定委员会的成立，更多金融监管规定还将

陆续出台，市场对此应有充分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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