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8

夯实根基  多措并举

防范内蒙古财政金融风险对策探析

隋兴伟

十九大报告、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中都强调了防控金融风险的极端

重要性，十九大报告更是把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作为三大攻坚战之

首。当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

点就是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防止发生区域性、系统性财政金

融风险。为此，党中央、国务院

已作出明确部署和安排，自治区

党委、政府也相应地制定了工作

目标和年度方案，把维护地区财

政金融稳定列为当前的重要工作。

从国内来看，金融风险呈

现点多面广态势。信用债违约风

险增加，银行不良资产反弹压力

和流动性压力较大，影子银行存

量依然较高，股市大幅波动。当

前经济运行困难在实、风险在

虚。一方面，实体经济特别是民

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因资金紧张

而影响生产经营，另一方面，实

体经济困难又通过资金链、担保

链等传导蔓延，可能出现新的风

险点。针对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

不确定性，国家将采取措施着力

稳定经济运行，强化预期管理，

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激发内

需潜力，培育壮大新动能，补齐

发展短板，切实保持经济发展稳

中向好势头。

从内蒙古来看，当前面临

的政府债务率较高风险，是经济

周期性因素、结构性因素和体制

机制性因素叠加共振的结果。总

体上看，内蒙古经济形势和潜力

是好的，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财政金融领域仍处在风险易发高

发期，在国内外多重因素压力

下，风险点多面广，结构失衡问

题突出，潜在风险和隐患正在积

累，脆弱性明显上升，这就要求

我们应对风险策略既要注重长效

机制，又能解决当下问题。

一、防范财政金融风险

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一）夯实财源基础，切实

提高财政收入质量，是风险管控

的基础

解决当前政府财政增收困

难，最终的出路还是要发展实体

经济，实体经济发展了，财力才

能壮大 ；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

高质量发展要求，注重高技术、

高附加值、高回报实体经济的发

展，才能保障财政可持续增收，

财政风险才能在根本上得以控制。

（二）加强政府债务管理，优

化资源配置，是风险管控的关键

政府债务产生的原因是为

有效解决公共产品投入和产出的

时间错配问题，管控政府债务是

摘   要 ：内蒙古当前政府债务率处于较高水平，在经济下行阶段，财政金融领域处于风险易发高发

期。从宏观层面看，高杠杆率和流动性风险是自治区财政金融脆弱的总根源，促进财政增收的可持续、

增强政府债务管理的科学化，是增强抵御财政金融风险能力的有效措施。结合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实

际，本着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本文提出了防范化解内蒙古财政金融风险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财政金融风险  政府债务  金融生态

封面 COVER北方经济



29

COVER 封面 2018 07

为了促进财政收入与支出相匹

配。作为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

关联点，财政领域和金融领域的

交汇点，能管控好政府债务规

模，就能防控好区域财政风险和

宏观金融稳定底线。

（三）解放思想、勇于创新，

是增强风险管控能力的内在要求

自治区政府提出，要利用

3-5 年时间把政府债务率降到一

个合理的水平，这种刮骨疗伤、

猛药去疴的方式，需要催生新模

式，用更为丰富的手段来化解风

险，以有效解决当前流动性问题。

二、相关对策建议

（一）科学谋划，培育区域

产业新动能促进财政增收可持续

经过多年的发展，内蒙古

已形成独具特色的产业格局，但

是可以清晰地看到，现有产业布

局对资源能源的依赖度高、产业

层级低、后发动力不足，这对未

来财政可持续增收带来较大压

力。建议以自治区“十三五”规

划中期修编为契机，按照习近平

新时代经济思想“七个坚持”要

求，贯彻“五大发展理念”，深

入剖析自治区的要素禀赋，重点

谋划布局特色优势产业，对于能

融入“一带一路”市场的战略性

产业要予以重点关注 ；同时，因

势利导，制定相应的配套产业政

策，解决产业发展难题，为产业

转型升级营造良好环境，助力产

业做大做强，增强我区财政增收

的可持续性。

（二）完善机制，合理安排

政府投资严控新增债务

政府投资作为经济调节的

重要工具，在稳增长、调结构、

惠民生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面

对当前国家层面对于政府债务日

益严格的管控政策和内蒙古实际

情况，沿用传统负债模式，只能

让财政金融风险越发积聚，只有

解决机制问题才能在政府职能和

资金需求的交汇处寻求平衡。建

议进一步完善自治区政府投资管

理机制，坚持“有所为、有所不

为”，新增政府债务一律采取发

行政府债券方式，新上政府投资

项目严格实行债务风险评估和合

法性审查，确保政府投资实现财

务可平衡和项目必要性的统一 ；

厘清政府职能边界，完善合作机

制，加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制度安排上要注重与证券、基

金、债券、货币等市场的有效衔

接，多渠道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公

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真

正实现政府支出和债务责任的降低。

（三）积极探索，盘活政府

存量资产缓解政府偿债压力

改革开放以来，为满足区

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内蒙古在交

通运输、水利、环境保护、重大

市政工程等基础设施领域和公用

事业领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

形成了大量优质存量资产。当前

形势下，建议积极探索运用市场

化手段，盘活政府存量资产，缓

解政府偿债压力。特别在政府盘

活存量资产回收资金的使用方面

应科学谋划，回收的资金除按规

定用于必要的职工安置、债权债

务处置等支出外，还应继续用于

新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建设，

以便形成新的优质资产 ；对再投

资形成的新优质资产，条件成熟

时可再次运用该方式盘活，从而

实现良性循环。

（四）主动防范，助力打造

内蒙古良好金融生态环境

客观来讲，近年来受国内

外总体经济形势不景气的影响，

内蒙古银行业的整体不良率较

高，今年以来不降反升，风险管

控压力还在不断加大。仅凭借银

行自己用市场的手段管控和化解

风险力量有限，且成效小、期限

长，不利于内蒙古经济以及银行

自身的发展。全国金融工作会议

强调，地方政府要在坚持金融管

理主要是中央事权的前提下，按

照中央统一规则，强化属地风险

处置责任。党委和政府拥有统筹

协调各方资源的天然优势，在弥

补市场化手段防范和化解风险的

不足方面，效率会更高，效果会

更明显。建议自治区党委、政府

进一步发挥领导、组织协调优

势，整合各方资源，帮助金融机

构化解风险，努力构建起内蒙古

良好的信用环境，为金融业更好

地支持内蒙古实体经济发展创造

更加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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