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 8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近年来力度
最大的化债举措：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限额6万亿元，用于置换存量隐性债务，
为地方政府腾出空间更好发展经济、保障民生。

在当天下午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发布会上，围绕这一决
议，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
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回答了社会关切问题。

蓝佛安表示，安排6万亿元债务限额置换地方政府存量隐性债务，是党
中央统筹考虑国际国内发展环境、确保经济财政平稳运行，以及地方政府化
债实际等多种因素，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地方政府化债压力将大大减轻。

许宏才表示，下一步，全国人大常委会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
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加强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包括法定债务的监督、隐
性债务的监督，特别是要加强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实施情况
的跟踪监督。

时事·聚焦 责任编辑、美术编辑：肖星平

直接安排10万亿元 地方化债担子轻了
实施更加给力的财政政策

对于我国目前政府债务水平，

蓝佛安表示，总的看，我国政府还

有较大举债空间。

一是从国际比较看，我国政

府负债率显著低于主要经济体和

新兴市场国家。根据国际货币基

金 组 织统计数据，2023 年末 G20
国家平均政府负债率为 118.2%，其

中：日本 249.7%、意大利 134.6%、美

国 118.7% 、法 国 109.9% 、加 拿 大

107.5%、英国 100%、巴西 84.7%、印

度 83%、德国 62.7%；G7 国家平均

政府负债率为 123.4%。同期我国

政府全口径债务总额为 85 万亿

元，其中，国债为 30 万亿元，地方

政府法定债务为 40.7 万亿元，隐

性债务为 14.3 万亿元，政府负债

率为 67.5%。

二是从举债用途看，我国地方

政府债务形成了大量有效资产。我

国地方政府债务主要用于资本性

支出，支持建设了一大批交通、水

利、能源等项目，很多资产正在产

生持续性收益，既为经济高质量发

展提供有力支撑，也是偿债资金的

重要来源。

蓝佛安表示，注意到社会各界

对财政政策取向和力度都非常关

注，很多专家学者也发表了意见建

议。“10 月 12 日，我在新闻发布会

上说过，中央财政还有较大的举债

空间和赤字提升空间。目前我们正

在积极谋划下一步的财政政策，加

大逆周期调节力度。”蓝佛安说。

蓝佛安指出，一方面，持续抓

好增量政策落地见效。今年的增量

政策力度大，对经济的拉动效应正

在显现，不少政策效应明年还会持

续释放。“我们将加力推进相关工

作，已经出台的抓好落地实施，尚

未出台的尽快推动出台”。目前，支

持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相关税

收政策，已按程序报批，近期即将

推出。隐性债务置换工作，马上启

动。发行特别国债补充国有大型商

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等工作，正在

加快推进中。专项债券支持回收闲

置存量土地、新增土地储备，以及

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

方面，财政部正在配合相关部门研

究制定政策细则，推动加快落地。

另一方面，结合明年经济社

会发展目标，实施更加给力的财

政政策。一是积极利用可提升的赤

字空间。二是扩大专项债券发行规

模，拓宽投向领域，提高用作资本

金的比例。三是继续发行超长期特

别国债，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和重点

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四是加大力度

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扩大消费品

以旧换新的品种和规模。五是加大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加强

对科技创新、民生等重点领域投

入保障力度。

有充足的政策工具和资源
保障今年全国财政收支实现平衡

蓝佛安表示，今年以来，受多

种因素影响，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

不及预期，对此，财政部正在采取

一系列措施，确保完成全年预算目

标任务。

从中央看，10 月份，中央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 1.07万亿元，同比增

长 7.9%，增幅比 9月份的 2.4%提高

5.5 个百分点。1—10 月，中央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 8.2 万亿元，同比降

幅比 1—9 月收窄，呈现回升趋势。

“后两个月，一方面，我们在依法依

规组织收入的同时，安排有关中央

单位上缴一部分专项收益，补充

中央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加强财

政支出管理，确保重点支出，特别

是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资金足额

到位”。

“从地方看，我们拿出 4000 亿

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用于补

充地方政府综合财力；鼓励有条件

的地方盘活政府存量资源资产，加

强国有资本收益管理，保障财政支

出需要。如果确有必要，地方还有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存量资金可

以动用。”蓝佛安说，“总之，我们有

充足的政策工具和资源，能够保障

今年全国财政收支实现平衡，重点

支出力度不减。”

据中国基金报

直接增加地方化债资源10万亿元
地方政府化债压力将大大减轻

在发布会上，蓝佛安表示，安排 6万亿

元债务限额置换地方政府存量隐性债务，

是党中央统筹考虑国际国内发展环境、确

保经济财政平稳运行，以及地方政府化债

实际等多种因素，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

今年一系列增量政策的“重头戏”。经全国

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今天正式向社会公

布。这 6 万亿元债务限额，分三年安排，

2024—2026 年每年 2 万亿元，支持地方用

于置换各类隐性债务。

蓝佛安指出，这些年，在各地各部门协

同努力下，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不

断减少。2023年末，经过逐个项目甄别、逐

级审核上报，全国隐性债务余额为 14.3万

亿元。今年以来，受外部环境变化和内需不

足等因素影响，经济运行出现一些新的情况

和问题，税收收入不及预期，土地出让收入

大幅下降，各地隐性债务化解的难度加大。

蓝佛安表示，从 2024 年开始，连续五

年每年从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中安排

8000 亿元，补充政府性基金财力，专门用

于化债，累计可置换隐性债务 4 万亿元。

再加上这次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 6 万

亿元债务限额，直接增加地方化债资源

10 万亿元。同时也明确，2029 年及以后年

度到期的棚户区改造隐性债务 2万亿元，

仍按原合同偿还。

“上述三项政策协同发力，2028 年之

前，地方需消化的隐性债务总额从 14.3万

亿元大幅降至 2.3 万亿元，平均每年消化

额从 2.86万亿元减为 4600亿元，不到原来

的六分之一，化债压力大大减轻。”他说。

五年累计可节约6000亿元左右

蓝佛安表示，当前一些地方隐性债务

规模大、利息负担重，不仅存在“爆雷”风

险，也消耗了地方可用财力。在这种情况

下，实施这样一次大规模置换措施，意味着

化债工作思路作了根本转变。

一是从过去的应急处置向现在的主动

化解转变；二是从点状式排雷向整体性除

险转变；三是从隐性债、法定债“双轨”管理

向全部债务规范透明管理转变；四是从侧

重于防风险向防风险、促发展并重转变。从

政策效应看，能够发挥“一石二鸟”作用。

蓝佛安指出，一方面，解决地方“燃眉

之急”，缓释地方当期化债压力、减少利息

支出。这次置换，近三年密集安排 8.4万亿

元，显著降低了近几年地方需消化的隐性

债务规模，让地方卸下包袱、轻装上阵。同

时，由于法定债务利率大大低于隐性债务利

率，置换后将大幅节约地方利息支出。“我们

估算，五年累计可节约6000亿元左右。”

另一方面，帮助地方畅通资金链条，增

强发展动能。通过实施置换政策：一是将原

本用来化债的资源腾出来，用于促进发展、

改善民生；二是将原本受制于化债压力的

政策空间腾出来，可以更大力度支持投资

和消费、科技创新等，促进经济平稳增长和

结构调整；三是将原本用于化债化险的时

间精力腾出来，更多投入到谋划和推动高

质量发展中去。同时，还可以改善金融资产

质量，增强信贷投放能力，利好实体经济。

三方面发力 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

蓝佛安表示，防范化解地方政府

债务风险，在解决存量债务风险的同

时，必须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财政

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保持“零容

忍”的高压监管态势，对新增隐性债务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问责一起。主要

从三个方面发力。

一是监测口径更全。财政部正会

同有关部门健全信息共享和监管协同

机制，全口径监测地方政府承担偿还

责任的债务情况，动态分析、及时预

警、防范风险。关于融资平台经营性债

务，按照有关要求，金融管理部门已经

研究制定了金融支持地方债务化解的

政策举措，我们将积极配合抓好现有

金融支持政策落实。

二是预算约束更强。将不新增隐

性债务作为“铁的纪律”，持续加强预

算管理，督促地方依法合规建设政府

投资项目；对未纳入预算安排的政府

支出事项和投资项目，一律不得实施，

坚决堵住地方违法违规举债的途径。

三是监管问责更严。强化收集新

增隐性债务线索，及时掌握违规举债

新手段、新变种，推动监管从事后“救

火补漏”向事前“防患于未然”延伸。严

格落实地方政府违规举债问责制。

蓝佛安还表示，将不断完善地方

政府债务管理，加快建立同高质量发

展相适应的中国特色债务体系。

将加强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

许宏才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党

中央就改进审计查出突出问题整改情

况报告机制、建立国有资产管理情况

报告制度、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

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加强地方人大

对政府债务审查监督等，出台一系列

重要文件，对人大预算审查监督、国有

资产管理监督、政府债务管理监督提

出了明确要求。

在政府债务管理监督方面，全国

人大常委会通过修改预算法等法律，

提升政府债务管理监督法治化规范化

水平；在依法审查批准年度预算决算、

监督预算执行、开展审计查出问题整

改监督等工作中，将政府债务特别是

地方政府债务作为重要内容。地方各

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认真贯彻落实党中

央决策部署，结合本地实际，开展政府

债务监督工作，提出的意见建议对推

动健全完善地方政府债务制度、防范

化解债务风险发挥了重要作用。

许宏才表示，下一步，全国人大常

委会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要

求，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加强政府债务

管理情况的监督，包括法定债务的监

督、隐性债务的监督，特别是要加强地

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实

施情况的跟踪监督。此外，还要监督融

资平台公司债务监测及改革转型情

况。通过加强与政府部门和地方人大

的工作联系，加强调查研究，推动进一

步加强政府债务管理，积极稳妥防范

化解债务风险，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

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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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标点符号
王吴军

陈望道是提出使用现代标点符号的第一人，他在 1918年
5月，用文言文写了《标点之革新》一文，发表在《学艺》杂志第
3卷上，提出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主张。

接着，1918年 5月的《新青年》杂志响应了陈望道的号召，
在该期《新青年》杂志上，除了全部用白话文外，还采用了新式
的标点符号。

不久，陈望道又写了《新式标点的用法》，发表于 1919年的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十日刊》1至 5号上。1919年 11
月 29日，周作人、朱希祖、刘复、钱玄同等人向当时的政府提出
一份《请颁行 新式标点符号》的建议。1920年2月，当时的教育
部以第53号训令的形式通令全国采用、推广标点符号。

鲁迅对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倡议不仅热烈拥护，而且在
写作中积极地加以使用。对于推广和使用标点符号的艰难历
程，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一文中曾写道：“十多年前，单是提倡
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如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
这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推广和使用标点符号的真实情况。

当时，有些新文学作家在使用省略号时，往往任意延伸，
有的作家写一个省略号竟长达大半页之多，好像有什么神秘
似的，对于此种怪现象，鲁迅在《“……”“□□□□”论补》一文
中写道：“在洋书上，普通用六点，吝啬的却只用三点，然而中
国是地大物博的，同化之际，就渐渐地长起来，九点，十二点，
以至几十点。有一种大作家，则简直至少点上三四行，以见其
中的奥义，无穷无尽，实在不可以言语形容。”

鲁迅在写文章的时候，发现报社、杂志社和出版社都不重
视标点符号，在支付作者的稿费时，大都要把标点符号和空格
从字数中扣除，不给稿费。

有一次，鲁迅应约为某出版社翻译一本书，他事先得知这
个出版社不支付标点符号和空格的稿费，于是，就干脆把已完
成的译稿从头到尾连接起来，不让稿纸上有一个空格，既不分
章节、段落，也不加标点符号。译稿寄出去的几天后，出版社就
把鲁迅的这份译稿退了回来，并附了一封信，让鲁迅分出章
节、段落，再加上标点符号。鲁迅回信说：“既要作者分段落、加
标点符号，可见标点符号和空格还是必需的，那就得算字数
了。”那家出版社没有办法，只好采纳了鲁迅的意见，把标点符
号和空格也都支付了稿费。

据《人民政协报》

史话

博览群书广交博览群书广交友友，，松梅风格不出山松梅风格不出山
——追述湖湘文化名人陈之駓（一）

陈之强

1

陈之駓，湖南攸县新市镇钟佳桥人。
生于明崇祯八年(1635)，卒于清康熙五十
年。康熙壬申科岁贡，晚年拔为明经。清岳
麓书院山长、湖湘学派掌门人罗典赞其为

“旷代轶才”。清湖南学政蒋慎斋赞其为
“天下奇才”。名重一时的清翰林学院编修
《四库全书》总编审李汪度，以学界宗师的
阅历和见识，为陈的《岛孙集》作序，推许
备至。有不少佳作被当今出版的《湖湘文
库》《湖南文征》选编入书，《湖湘文化大辞
典》设有陈之駓专条。

陈之駓自幼聪慧，多与人殊。著名湖
湘文化领头人蒋慎斋，康熙年间来长主
持乡试，最末见到陈之駓的试卷，阅后盛
赞“奇杰之气若鹰翮摩空，古茂之色则鸡
彝在望 。”意思是陈之駓的诗文造诣极
高，惊如飞鸿在天，凌空翱翔，人不可及。
一时，陈之駓名动湖湘。潘宗洛（曾任湖
广学政）对之駓早有所闻 ，在一次乡试
中，见其试卷，拔为第一。翌日，潘主考集
合诸生于试院厅堂，手执之试卷，朗声赞
叹“此真秦汉文也”。之駓谦逊，听后即执
卷至主考案前说：“某文薄蒙甄拔，甚愧，
评骘甚过当！”并点出文中存有一欠妥之
处。主考旋即取笔令其改正，再将该文当
众朗读称善，赞誉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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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是陈之駓的最大嗜好。年幼时家
贫，无钱购买书籍，闻湘中某氏藏书甚多
便上门检钞，只花数月将藏书读尽。牌楼
陈氏族谱记载：之駓曾“读书司空山慧光
寺，十年不出山。博通群书，务实确解，下
笔成章，不假师传。”张玢，湘潭人，1685 年
进士，是陈之駓受业门人高足弟子，在《养
真先生传》中对之駓读书描述最多。称之
駓“少读书务确解，心所不安至废寝食”

“自少而壮而老未尝一日废学 、一日废
思 。故能贯穿百代 ，而以其馀力发为制
义，则又孤行一世人莫能及也。”足见之
駓读书兴趣之浓，刻苦精神之佳。读他残
存的一些著述 ，涉猎之广宽 ，引经之多
杂，用典之自如，也可清楚地看到其见识
之渊博。特别是在赋、序、论之类的文章

中，更为显突。《岛孙集》卷一收入的《追
花朝赋》，表达对人生短暂韶华易逝的追
念，抒发对人生价值的追求。为阐发关乎
人生价值观、审美观、道德观的哲学理念，
古为今用，随手拈来 38 个典故。涉及作家
庄子、谢玄、郑庄、贺知章、宋濂、刘义庆、
李白等 14 位，引用古籍《搜神记》《庄子》

《左传》《世说新语》《唐诗》等 12种。
陈之駓乐于广交朋友，族谱称其“四

方来游，不远千里”。在当时交通极为不
便的条件下，攸县和邻近县市的文化胜
地，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衡阳的石鼓书
院，他经常拜访。除了书院，他喜欢逛游
著名的寺庙楼阁 。湖南的岳阳楼 、天心
阁，湖北的黄鹤楼等，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和诗词赋联。

在他结交的朋友多是文友。衡山的谭
尚箴、谭尚笏、桂阳的郭远、澧州的禇令望，
都是陈之駓的学子或文友，均成了清朝的
进士、举人。邵阳的车无咎、王元复，衡阳的
王敔，均为湖湘文化名人，与陈之駓是至厚
之友，被誉为“楚南四家”。李子守、张宏生、
彭介眉、刘申生、子羽、刘质先等人，与之多
有诗作酬谢及和诗之类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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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之駓也爱借物以寄志，这一类赋、序
有多篇，尤以松柏和梅是至爱。在《附勃派
总录序》中，描述松柏“根抵槃深，枝叶俊
茂”并在文尾寄语：“是所望于宗人之能为
松柏者”。松、梅的赋性，在之駓一生的为人
处世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陈谦(攸县人）
在《陈桃文传》中就曾有过这样记述：“先生
家无盖藏，俯仰晏如，不受馈遗，门人中非
至相契合者，亦必却之。衡山吏部谭从渐省
典试归，遣人奉书致金币为先生寿，先生不
纳，亦不开视书辞。”高足弟子张玢在《养真
先生传》中也曾记述，之駓对“门弟子非其
厚契，有馈必却。每当足迹所至，名流请谒
以序志碑传，乞者相属，均不计缣酬也。”说
明之駓先生也是一名硬帮直性的汉子。

自古以来，寒窗苦读的士子们都有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而科
举考试是实现这梦想的唯一通道。论才
能，陈之駓“才高学邃”。徐乾学、韩菼两
位清代名臣多次写信，劝其入试为官。而

陈之駓非其道不从，只是“颔之而已”，坚
不出山。

陈之駓对科举考试并不十分追逐，在
《张文寿序》一文的劈头就曾写下“仕不
必官，隐不必山”的名句，在《应试》《阻
试》等多篇诗作中，留下了“青衣小吏鸟
啼倦 ，白发遇儒鹤膝酸 ，尺寸前程何所
有，受多辛苦一儒冠”之类的诗句。陈之
駓辟佛崇儒，以讲经义自娱自乐。他虽然
学富五车，但文章“苍古奇岖”且有“离经
叛道”之嫌，再加上当时湖南学子赴武昌
应试，必须经过洞庭湖，遇上湖水恣肆，
需要赌上自家性命，令许多湘籍考生望
而却步。湖南考生考试难度也大，考中机
会少，所以，陈之駓一直屈居岁贡，至晚
年经湖南学政李汪度、蒋慎斋拔擢，始授
明经(举人)，曾写下《漫歌》一首：身作神
仙乐未归，琼林金殿斗奇才。春风寄语司
空道，五色荷花贺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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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駓出生攸县县城，五岁移乡祖居。
住段公冲，住处附近有个堆湖，是他最喜
欢的地方。堆湖“古树数株，茂草深碧，凫
鹜栖其上”，湖有仙山之迷蒙气韵。陈之駓
为堆湖专门写过近千字的《岛孙记》，以上
引语皆为之駓在文中对堆湖的描绘。传说
之駓幼时每天用木桶作船横渡至堆湖的
小山堆上读书。还曾设想在“岛孙设素亭，
可坐五六人诗文高尚者”。后来，岛孙也成
了之駓的别名。后人将其残存的诗文寿成
书，也取名为《岛孙集》。在陈之駓残存的
诗文中，记述家乡攸县的作品也不少，诸
如《踏灵龟峰》等诗作，都充满着对家乡的
爱恋。牌楼陈氏族谱首修于 1665 年，也是
陈之駓主修，当时他刚满三十岁，正值而
立之年，并为族谱写下《本家族谱序》，在
序言中，称牌楼陈氏“夫唐至明七八百年，
尚有恒产未尽。文采可传，斯可见祖宗之
泽长，子孙之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