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年初以来，

国际金价从相对平

稳到一路攀升，创

下新高。 与金价高

涨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 金饰消费市场

的相对冷静。 据上

海黄金交易所和世

界黄金协会发布的

数据显示， 今年二

季度中国市场金饰

需求创下了十年均

值 （2014 至 2023

年）的同期新低。

日前， 记者走

访了徐家汇附近的

数家金店， 在实地

调查中， 记者发现

各大金饰店内顾客

很少，柜台前普遍较为“冷清”。

今亚珠宝副总经理何玲玲表示：“金

价上涨让很多人看到了黄金的投资价

值，但是黄金首饰并不适合作为投资品。

目前来看金饰行业是走低的， 更多消费

者注重的是投资性。 ” 黄金首饰的投资

属性弱于金条之类，其原因在于，黄金首

饰的购买价格比金价高， 但是回购价格

又比金价低， 所以消费者往往不会将黄

金饰品作为投资的考虑对象。

面对金饰行业低迷的“困局”，今亚

金店推出了充满个性化的编绳金珠作为

“破局”尝试，以此吸引年轻人的眼球。

百姓

生活

2024年 9月 30日

本版编辑 徐喆衎 美编 卜家驹

CAIJING

财 经

10

调研 20 个省份，全国人大指出地方债存在四大问题

为了强化对政府债务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全国人大公开

一份最新调研报告，指出问题并给出了建议。

■ 郭晋晖

9月 14 日，中国人大网公

开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和预工

委的《关于 2023 年度政府债

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

（下称《报告》），这份报告是今

年 3 月以来，对广东、江苏、贵

州、云南等 20 个省份调研、广

泛听取各方情况介绍和意见

建议等基础上形成的。《报告》

指出当前政府债务管理和风

险防范化解存在四大问题。

问题一： 局部地区存在

风险隐患。 近年来政府债务规

模增长较快，有的地方债务规

模较大、风险等级高，容易造

成风险隐患。

目前中国政府债务风险

总体安全可控， 截至 2023 年

末，全国政府法定负债率（政

府债务余额与 GDP 之比）为

56.1%。 这低于国际通行的

60%警戒线，也低于主要市场

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

目前政府债务风险主要

体现在地方政府债务上，尽管

风险总体可控，但财政部此前

公开表示，中国地方政府的债

务分布不均匀，一些地方债务

风险较高， 还本付息压力较

大。 经过一揽子防范化解地方

债务风险举措落地，地方债务

风险得到整体缓解，风险总体

可控。

问题二： 政府债务预算

管理有待加强。 一些地方反

映，能够实现融资收益平衡的

专项债项目越来越少，专项债

兼顾收益性、公益性、拉动投

资等多方面的目标难度加大。

全国政府债务和地方政府债

务风险指标体系尚不完善。 与

负债管理相对应的资产管理

制度尚未规范建立。

目前地方政府新增债券

主要来自新增专项债，今年额

度是 3.9 万亿元。 截至今年 7

月，约 42.8 万亿元地方政府债

务余额中，专项债务余额达到

26.6 万亿元，剩余的是一般债

务余额。 不同于地方政府一般

债投向没有收益的公益性项

目，专项债需要投向有一定收

益的公益性项目，且项目收益

能够覆盖本金利息，这也被称

为融资收益平衡。 但实践中，

由于能够实现融资收益平衡

的专项债项目越来越少，一些

地方为了争取专项债额度，出

现项目申报时包装项目，夸大

收益情况。 另外，专项债资产

管理制度尚不完善，有些项目

资产登记在地方国有企业名

下，但偿债责任则是政府。

问题三： 市场化约束机

制不够健全。 地方政府债券发

行中，项目信息披露不充分。一

些金融机构融资审核管理不够

严格。 信用评级机构出具的信

用评级结果没有体现各地财政

经济债务状况的差异性。

比如，目前地方政府债券

信息披露集中于财政部门重

点统计的地区宏观经济、财政

收支等内容，而不是与地方政

府债券关联度较高的政府微

观财务信息。 金融机构基于政

府信用投资，有的对具体项目

审核管理不严。 而目前信用评

级机构对所有地方政府债券

出具的信用评级结果均为最

高信用评级。

问题四： 法律约束和追

责问责需加大力度。 预算法对

地方政府债务发行、使用和管

理的规定比较原则，相关配套

法规制度不够健全完善。 不少

地方贯彻实施预算法有关政

府债务管理的规定不够严格，

有的未按法律规定进行追责

问责。 有的地方人大监督作用

尚未有效发挥。

对于这些问题，《报告》也

针对性给出了四点意见建议。

建议一： 更好统筹政府

债务风险化解和稳定发展。

建议二： 加快建立同高

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

管理机制。

建议三： 更好发挥市场

化约束机制作用。

建议四： 强化政府债务

管理法律约束和追责问责。

（来源： 第一财经）

9 月 26 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对外发布《关于

做好 2024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

有关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通

知》称，2024 年各级财政继续加大对居

民医保参保缴费补助力度， 同时居民

个人缴费增幅适当降低， 财政补助和

个人缴费标准分别较上年增加 30 元

和 20 元，达到每人每年不低于 670 元

和 400 元。 这是自 2016 年以来个人缴

费新增标准首次低于财政补助标准。

居民医保筹资涉及近 10 亿人的

“钱包”。 第一财经记者从参与政策制

定的人士处了解到， 城乡居民医保年

度文件的核心是确定下一年的筹资标

准， 今年通知充分考虑了医疗费用上

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群众收入增速

放缓等因素， 在财政补助与去年持平

的同时降低了个人缴费增幅， 尽最大

可能回应参保人少涨一点的期盼。

城乡居民医保费为何要年年涨？

国家医保局在政策解读中称，在

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增长、医疗消费水平

持续提升的背景下，合理提高个人缴费

和财政补助标准是巩固提升待遇水平

和确保制度平稳运行的客观需要。

第一财经在采访中了解到， 居民

医保费用每年上涨的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医疗费用的快速上涨； 二是居民

医保待遇提高较快。 这两方面造成近

年来城乡居民医保基金支出压力不断

加大， 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居民医保

基金当期收不抵支。 在这种情况下，

“少涨”或是“停涨”将进一步加剧基金

的收支缺口。

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立之初

确立了“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的基金

管理原则， 即根据基金的收入情况来

安排支出。 多位基层医保部门的人士

向第一财经表示， 居民医保待遇提高

较快也是近年来城乡居民医保基金支

出大幅增加的重要原因， 有些待遇甚

至已经超出了“保基本”的范围，与居

民医保的筹资水平不相符。

国家医保局的数据显示， 医保筹

资标准上涨的背后， 是医保服务水平

的提高。20 年来，居民医保的保障范围

显著拓展， 可报销的药品从新农合初

期的 300 余种提升到了现在的 3088

种， 其中包括多种靶向药和罕见病药

品。 目前，我国居民医保的政策范围内

住院费用报销比例维持在 70%左右。

如何减少缴费“痛感”

在全民医保的时代， 没有医保等

于将自己和家庭置于重大风险之下，

一旦生大病， 高额的医疗费用可能会

压垮一个家庭。 第一财经在江苏，安徽

等地调研时了解到， 在集中征缴期参

保的参保率达到了 90%以上， 有些地

区为 95%， 这说明大部分参保人对医

疗保险的必要性是认可的。

居民医保费和居民养老费是继农

业税之后，需要农民直接用“真金白银”

支付的两种税费。 居民医保费的缴费

“痛感”又大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费。居

民医保是全生命年龄段都需要缴费，

从新生儿到高龄老人，每一个参保人

都需要进行年度缴费。 参加居民医保

是“患病时有保障，无病时利他人”，

因而不愿意参保。 减少缴费“痛感”的

重要举措之一是进一步增加参保人的

获得感。

具体的措施有： 继续巩固住院保

障水平， 政策范围内基金支付比例稳

定在 70%左右； 居民医保叠加大病保

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原则上达到当地上

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6 倍左

右； 将参保居民在门诊发生的符合规

定的产前检查相关医疗费用纳入门诊

保障等。

另一个减少缴费“痛感”的举措是

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济范围扩大到

近亲属。 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用于支

付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

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等近

亲属参加居民医保的个人缴费。

居民医保个人缴费增至 400 元

如何减少缴费“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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