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发银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在政银合作、金融供给、
场景服务等方面持续发力，积极推动
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智慧政银合作，优化营商环境

秉持着“让信息多跑步，让市民
少跑腿”的原则，广发银行在服务政
务方面充分发挥带头作用，如：推出

“智慧商事”，为创业者提供集商事
注册和银行金融服务于一体的综合
服务方案，极大简化审批、便利投
资；推出“智慧政务”，在经济管理、
招投标管理、费用缴纳等领域提供
优质便利服务；推出“智慧法院”，有
效解决传统破产案件耗时耗力、流程
繁琐、资金监管效率低等问题，大大

提高审理效率。

智慧金融供给，服务市场主体

广发银行推出集“慧收款、资金
池、收付保”在内的“慧、池、保”系列产
品，把科技融入企业客户支付结算、资
金管理的方方面面。如：推出“智慧园
区”，为入驻企业提供人员管理、财税
业务、餐饮服务等全方位智慧化服务；
自主研发了全流程线上化产品“政采
通”，进一步加强与供应链核心企业、
政府平台等系统直联，为上中下游中
小企业提供快捷融资支持。

智慧场景服务，改善社会民生

广发银行推出“智慧医院”，针对
挂号难、排队长、流程繁琐等痛点，从

诊疗流程优化、报告查验简便等方面
着手，助力提升群众就医体验。如：
推出“智慧交通”，只需动动手指，即
可轻松体验各类出行场景无感支付
等服务；推出“智慧校园”，提供校园
一卡通、统一支付平台等系统建设综
合服务。

未来，广发银行将持续深入践行
“金融为民”理念，不断提高金融服务
专业性，创新“智慧城市”系列产品，
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守护人民美好
生活。 （广发讯）

广发银行积极推动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让城市更智慧，让生活更美好

理财热线 0668-2873003

一、工银“融e借”限时特惠。即日起至
2022年8月31日办理工行个人信用消费贷
款“融 e 借”，1 年期贷款年化利率低至
3.99%，纯信用，放款快，可随借随还，按天计
息。适用客群：工行存量已有信用卡额度客
户，公务员、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工行代发
工资单位等客群。

二、工银“e分期”限时特惠。即日起至
2022年8月31日，办理工银信用卡“e分期”可
享超低费率优惠，优惠后分期月手续费率低至
0.175%，最长可贷5年，最高可贷30万元，还有
机会领取微信立减金。适用客群：已有工行信
用卡客户（无信用卡客户可到工行网点实时申
请办理）。

三、工银“综合消费分期”限时特惠。即
日起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办理工银信用卡

“综合消费分期”可享超低费率优惠，优惠后
分期月手续费率低至0.17%，最长可贷5年，
最高可贷30万元，办理手续简单，可用于家
装、家居、购车、旅游、教育等消费用途，还有
机会领取微信立减金。适用客群：工行住房
按揭贷款客户，公务员、事业单位、国有企业
等优质单位员工。

办理流程请咨询工行各网点，申办结
果以工行最终审批为准。 (黄旭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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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行茂名市分行

打造智能“三资”平台
助力阳光村务建设

报料热线：0668-2963853

工行推出信用卡分期（贷款）
费率限时特惠活动

建行茂名市分行认真推进发展乡村金
融战略，加快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服务平
台建设，打造智能“三资”管理平台，助力阳
光村务建设，成为全市首个签约“三资”交
易平台的金融机构。

“三资”中农村集体所有的资金、资产、
资源，是实现村组所有成员共同富裕的重
要物质基础。但目前“三资”管理存在痛
点，如政府部门对“三资”的监管缺乏手段；
村集体对自身“三资”的家底不清，缺少管
理抓手；“三资”不公开不透明，村民了解集
体资产难、参与民主决策难，切身利益无法
有效维护等。纪委等监督部门对当地农村

“三资”信息不对称，难以有效监管基层小
微权力。

建行茂名市分行打造智能“三资”平
台，协助政府、村组、村民助力农村集体资
产的监管和交易流转，有效解决“三资”管
理痛点。平台实现资产管理，把农村资产
分类后录入系统形成台账，手上有了一本
账；资产登记，日常资产交易在平台上全流
程登记，心中有了一本谱；网上交易，以互
联网网上竞价交易的方式进行资产交易，
资产交易更透明更公开。系统平台融入建
行互联网交易平台产品“龙存管”，提供账
户管理,资金存管,聚合支付,清算结算,统一
对账,反洗钱监控等一揽子金融服务。建行
金融服务延伸到乡镇，为农业农村提供了
高效、便捷的一体化金融服务解决方案，有
效提升了在农村市场的金融服务能力。

（邱霞）

▶▷稳投资仍需增量资金

扩大有效投资是当前稳增长的
重要抓手。今年以来专项债券加快
发行，充实了项目建设资金。财政部
近日表示，今年用于项目建设的新增
专项债券额度基本发行完毕，比以往
年度大大提前。上半年已发行的新
增专项债券支持的项目市场化配套
融资超过5300亿元，对带动扩大有效
投资发挥了重要作用。

数据显示，今年前6个月，各地发
行新增专项债券 34062 亿元。7 月 1
日至8月17日，逾一个半月时间各地
仅发行新增专项债券 634 亿元，远低
于6月的13724亿元。

专家认为，在今年新增专项债券
额度基本发完之后，维持财政支出强
度、实现投资稳定增长需要增量资金
的支持。近期公布的调增政策性银
行 8000 亿元信贷额度、设立 3000 亿
元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等举措，表
明有关方面正多措并举保障基础设
施等领域建设的资金需要。有专家
提出，依法使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
额内剩余额度是可选做法之一。

▶▷“盘活”限额空间符合规定

政策走向似乎与市场期待不谋
而合。7月底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
会议明确，支持地方政府用足用好专
项债务限额。

日前召开的经济大省政府主要
负责人经济形势座谈会进一步指出，
当前地方专项债余额尚未达到债务限
额，要依法盘活债务限额空间，并用好

已发行的地方专项债和政策性开发性
金融工具，符合条件项目越多的地方
得到的资金要越多。各地要加快成熟
项目建设，在三季度形成更多实物工
作量，带动有效投资和相应消费。

国务院于2014年发布的《关于加
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明确，
地方政府举债不得突破批准的限额。

在实际操作中，历年专项债务余
额与限额之间往往存在一定的差距，
比如 2021 年末，专项债务余额为
166991亿元，而当年限额为181685亿
元，剩余14694亿元额度未使用。

国泰君安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董
琦说，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有两种情况
可能导致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低于限
额：一是当年新增债券实际发行规模
低于当年新增债券额度。例如，2021
年新增专项债券额度为 36500 亿元，
当年实际发行 35844 亿元，部分用于
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的额度留到次年
发行。二是部分债券到期后，并未相
应发行再融资债券，释放了额度。

从流程上看，相比增发特别国
债、提前使用次年额度等手段，动用
剩余额度更为简便。民生证券首席
固定收益分析师谭逸鸣表示，地方政
府债务限额已经过全国人大审批，动
用剩余额度只需财政部批准即可。
事实上，之前存在动用剩余额度的情
况，比如，试点发行再融资债券置换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

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透露，近
期已组织地方报送第三批专项债券
项目，并筛选形成了准备项目清单反
馈地方。

▶▷尚有上万亿元空间

目前专项债务限额还有多少未
使用？财政部数据显示，截至 6 月末
全国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 202645
亿元，低于 2022 年 218185 亿元的专
项债务限额15540亿元。

业内人士分析，大部分剩余限额
集中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如上海、
福建、山东、广东、江苏等，今年这些
地区继续发行新增专项债券的可能
性更大。

财政部此前明确，在中央财政下
达省和省往市县分配专项债券额度
时，向财政实力强、债务风险低的省
份倾斜；对成熟和重点项目多的地区
予以倾斜，重点支持有一定收益的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重大项目以及
国家重大战略项目。

天风证券首席固定收益分析师
孙彬彬介绍，往年专项债限额分配占
比较大的省份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
省份，如 2021 年广东、山东、浙江、四
川新增专项债限额占比较大。黑龙
江、宁夏、青海等分配到的新增专项
债限额占比较小。

此外，专家认为，如果今年使用
专项债务剩余额度，债券资金将主要
投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华安证券
首席宏观分析师何宁称，上半年专项
债投向基础设施建设的比例超过
60%，今年前 7 个月专项债主要投向
领域为基础设施建设、棚户区改造、
社会事业等。预计基础设施建设仍
会是今后一段时间专项债资金重点
支持的领域。 （赵白执南）

专项债发行有空间

扩大有效投资后劲足
本报综合报道 “支持地方政府用

足用好专项债务限额”“依法盘活债务
限额空间”“组织地方报送了第三批专
项债券项目”……越来越多迹象表明，
今年用于项目建设的新增专项债券额度
基本发行完毕，但并不意味今年新增专
项债券发行工作收官。

截至2022年 6月末，地方政府专项
债务余额仍低于限额约1.55万亿元。专
家表示，理论上，在现有限额内，下半
年具备上万亿元的新增专项债券发行空
间。视基建投资需要，部分剩余专项债
务额度有在今年使用的可能性。 （图片来源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