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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性声明： 

本报告所采用的数据均来自合规渠

道，通过合理分析得出结论，结论

不受其它任何第三方的授意、影

响，特此声明。 

柳暗花明，信仰再充值——城投债 2023年回顾与

2024年展望 

主要内容： 

 2023 年城投债热点回顾：1）上半年，个别地区城投信用负面事件频发，

尾部城投风险显著上升：2）“一揽子化债”，重启特殊再融资债券，金融

机构提供化债支持，央行设立应急流动性贷款等措施化解城投风险；3）“遏

增”同步加强，城投债发行进一步收紧：4）重点省份分类加强政府投资项

目管理，严控新建项目；5）交易所正式开展企业债券发行工作；6）监管

部门从供需两端强化非市场化发行监管；7）城投债境外发行与投资升温。 

 2023 年发行情况：1）城投债券共发行 7,313 只，发行规模 4.93 万亿元，

分别增长 26.2%、25.9%，净融资 8,923.65 亿元，增长 5.6%，私募债品种

是城投债增长的主要品种，企业债受审核权划转影响，规模下降较快；2）

主体等级以 AA 级为主，级别向 AA+级以上集中趋势明显，AA 级主体城

投债大部分时间净偿还且呈扩大趋势；3）投债短期化现象仍在，3 年期债

券占比上升较快；4）天津、河南、山东增长较快，大部分省市城投净融资

同比表现下降，重点区域净融资持续紧缩；5）全年城投债利差持续收窄，

下半年受政策利好信用利差加速收窄。 

 2024 年到期情况：1）不考虑未发行短期融资券，城投债整体偿还规模预

计约 4.3 万亿元，增长 7.3%，其中到期和提前兑付约 3.19 万亿元，回售预

计 1.13 万亿元；2）到期和提前兑付的城投债，AA 级及以下级别的主体减

少；3）河南、重庆和山东的城投债偿债压力上升，天津、云南、贵州待偿

规模仍大；4）12 个重点区域 2024 年预计合计待偿模约 7,087 亿元，占总

待偿规模比例为 16.4%；5）地市层面，青岛、潍坊、遵义等热点地区偿债

压力仍在加大。 

 2024 年城投债展望：1）2024 年，严守风险底线，“化债”和“遏增”仍

是城投债主旋律：一是严守风险底线，风险管理和防范加强；二是“一揽

子化债”下，置换推进，特殊再融资债券或再增额；三是“遏增”方面，

城投债政策维持融资紧平衡，境内政策难再收紧，境外发债监管加强；2）

城投债融资需求仍大，增量需求或主要来于非标转标，融资分化仍将加剧；

3）资产荒现象持续，中低级别城投信用利差仍有望进一步收窄。 

mailto:zhangq@cspeng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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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3 年城投债热点回顾 

2023 年，城投债市场鲜明地分为上下两半场。上半场，个别地区信用负面舆情不断，引发市场对尾部

城投信用风险的担忧，尾部城投发债困难，二级市场收益率显著上行。“724”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一揽

子化债”后，城投债市场转入下半场，“化债”成为债市的核心热点。尤其 9 月份特殊再融资债券重启后，

城投债短期风险极大缓解，各级别信用利差不断收窄，高收益城投债再度掀起“抢购潮”，二级市场上高收

益城投债收益率大幅走低，年末存量高收益城投债数量大幅减少。监管政策上，地方政府债务管控亦保持高

压态势，“遏增”同步加强，出台了国发 35 号文、收紧城投债发行条件等政策，城投债融资监管进一步收

紧，四季度城投债发行明显缩量。境内城投融资监管趋紧和资产荒共同促使年末境外城投债升温。 

1. 上半年，个别地区城投信用负面事件频发，尾部城投风险显著上升 

贵州省官方表态靠自身能力已无力偿还。2023 年 4 月 12 日，贵州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发文称，研

究中心先后赴贵州多地开展化解贵州地方政府债务情况专题调研，调研指出债务问题已成为摆在各地政府

面前重大而又急需解决的问题，但受制于地方财力水平有限，化债工作推进异常艰难，仅依靠自身能力已无

法得到有效解决。 

昆明市城投债“技术性违约”。2023 年 5 月份，“22 昆明土地 CP001”、“22 滇池投资 SCP003”相继

发生技术性违约，为 2015 年以来，继新疆、呼和浩特、吉林、兰州之后，第五个发生城投技术性违约的城

市。5 月 23 日，一则“滇池 10 亿的超短融顺利兑付，主要是省财政的钱，来源是社保资金和公积金”的传

言在市场上流传；24 日，昆明市国资委对相关不实信息进行辟谣。 

贵州、云南两地无力偿付城投债务并非个案。自 2021 年城投融资严监管以来，尾部城投风险持续走高，

包括兰州、柳州、潍坊等地城投非标违约、票据逾期等负面舆情不断，此类信用负面事件背后投射出当前土

地市场低迷、地方政府综合财力大幅下滑、城投融资强监管的背景下，弱实力地区城投平台偿债压力和流动

性压力加剧。城投债信用负面舆情愈演愈烈，引发市场对尾部城投城投担忧，尾部城投信用利差走阔。2023

年上半年，在全国 AA 级城投发行利差下降趋势下，重点省份的 AA 级城投发行利差整体却呈现上升趋势，

并陆续在 6-8 月份达到最高。 

 

 

 

 

 



                                                            专题研究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3 

图 1  2023 年 1-12 月重点省份 AA 级城投主体平均发行利差走势 

 

注：其余 6 个重点省份无 AA 级城投发行利差样本。 

数据来源：Wind，中证鹏元整理 

2. “一揽子化债”三大措施化解城投风险 

“化债”是 2023 年城投市场的核心热点。“724”中央政治局会议从中央顶层首次提出制定“一揽子化

债方案”。此次化债方案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重启特殊再融资债券，资金用途主要用于偿还拖欠款、纳入隐性债务的非标和城投债券。2023 年，

全国共有 27 个省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券，合计规模 1.39 万亿元，规模偏向贵州、天津、云南、湖南、内蒙古

和辽宁等高风险区域，其中贵州发行特殊债融资债券 2,264 亿元，上述其它 5 个省的发行规模也在 1,000 亿

元以上。 

图 2  2023 年特殊再融资债券发行情况 

 

数据来源：Wind，中证鹏元整理 

（2）金融机构提供化债支持，要求国有大行支持地方政府化债，对存量地方债务进行展期、降息，以

及发放贷款置换 2024-2025 年到期城投债券和非标。贷款展期要求调整后的贷款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10 年，

调整后的贷款利率不得低于（同期限）国债利率，调整后的还款方式应做到每年还本比例至少达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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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央行设立应急流动性贷款。央行表示，在必要时，对地方政府暂难偿还的债务（含公开债券及非

标贷款）提供“紧急性”的流动性支持，但最长期限不得超过两年，需要地方提供抵质押品，仅可用于“紧

急”事项。所谓“必要时”是指地方政府在穷尽一切各种办法后仍无法化解融资平台债务时。 

监管还提出“债务风险底线”，确保 2025 年以前城投标债兑付，允许省级城投继续发债用于下属区县

级平台的债券偿还等措施。 

3. “遏增”同步加强，城投债发行进一步收紧 

（1）35 号文还对地方债务新增管控提出一系列要求 

一是，债券融资分类管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只能借新还旧且不包含利息，不能新增融资；12 个重点

省份的参照地方政府平台管理国企只能借新还旧，其它省份在省级政府出具同意文件的情况下可以新增融

资；普通国有企业可以新增融资，但是债务自己负责偿还。 

二是，债务规模管控。文件提出各省根据当地 GDP 规模与社融增速进行债务管控，如一旦超过相关要

求，则只能用来借新还旧。 

（2）城投债发行再度收紧 

9 月份，市场传出监管向下地方及各监管机构部门下发一份城投名单，共涉及 3899 主体，要求对名单

内企业发行人不得新增债务，仅能借新还旧。交易商协会和交易所窗口指导再收紧城投债发行条件，并指出

将参考 3899 名单和财政部名单分类管理。 

交易商协会方面，名单内（3899 名单和财政部名单）企业只能借新还旧，名单外企业需要判定是否为

城投，协会将从收入、现金流、资产结构等方面，同时，交易商协会将参考 wind 城投标准进行判断。若经

协会认定为城投企业，则要求地市级以上人民政府出具才可安排上会，发债优先借新还旧；若认定为非城

投，则按产业债正常出审核注册。 

交易所方面，城投主体基本上只能借新还旧，突破新增较难。城投认定上，一是名单内企业内主体仅能

借新还旧；二是，重要子公司、担保人、母公司存在以上两大名单的，视同主体在城投名单内；重要子公司

在隐债名单内，针对隐债规模和影响程度一事一议；三是，上述两大名单外企业主体，通过资产、收入、利

润认定其是否为产业类属性。若认定为城投交易所将综合考虑，区域是否在财政部限制区域名单、区域颜色

在红橙黄绿分类，发行主体是否符合《3 号指引》相关要求，经集体决策，可以新增少量公司债券额度。 

在城投债发行名单制管理下，四季度已有 136 家城投平台在其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申明“公司为市场化

经营主体”，地区主要分布在江苏、浙江、山东、河南、福建、四川等地。从市场反馈看，但此类申明对发

发债等方面的实质性影响有限。但发行新规下，四季度城投债交易所批文终止数量大增，终止数量 126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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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 1,784 亿元，较前三季度均值增长 2 倍以上，四季度全市场城投债发行缩量，发行规模较三季度下降了

32%，净融资转负。 

4. 重点省份分类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严控新建项目 

2023 年末，国务院办公厅发布“47 号文”对 12 个重点省份分类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 

一是，要求严控新建（含改扩建和购置）政府投资项目，包括地方高速公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等级红

色地区除教育、卫生健康、养老托育、特殊群体关爱保障以外的社会事业项目，除城市燃气、供排水、供热

以外的市政基础设施项目，省级以下产业园区基础设施项目，除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和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内

的大型数据中心、政务信息化以外的新型基础设施项目，楼堂馆所以及棚户区改造项目。 

二是，清理规范在建项目。原则上，项目总投资超过 50%以上但存在重大问题的项目应停建或缓建，

总投资完成率 30%-50%的应当缓建，投资完成率未超过 30%的应当停建。 

5. 交易所正式开展企业债券发行工作 

2023 年 3 月 7 日，十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将国家发改委的企业

债发行审核职责划入证监会，由证监会统一负责公司（企业）债券发行审核工作。4 月 21 日，证监会和国

家发改委联合发布公告明确了企业债券的 6 个月过渡期工作安排。10 月 20 日，证监会发布《关于企业债券

过渡期后转常规有关工作安排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明确企业债券过渡期后转常规工作安排，各交

易所发布相关配套规则。10 月 23 日，企业债券正式平移至交易所接续审核，沪深北交易所开始正式开展企

业债券发行工作。 

从企业债券的发行情况看，从 3 月份公布改革方案以来，企业债券发行数量开始呈下降趋势，9 月份之

后，企业债券的发行数量降至个位数。企业债券和城投债发行新政下，区县级城投主体发行企业债券几乎

难通过审核。一是，企业债券有项目要求，而城投债新规对 3899 名单内主体发债仅限借新还旧；二是，12

个重点省市的名单外主体新增企业债券余额要求地市级以上政府出具文件，地市级政府出具的文件还需注

明“经报省政府同意”，一般情况下，政府不会出相关文件；三是，地市层面城投债余额管控，区县级城投

也较难获得发债额度。从发行情况看，过渡期之后未见 AA-级主体发行的企业债券，AA 级城投主体发债很

少，且多为原已在通道内申报项目。 

6. 监管部门从供需两端强化非市场化发行监管 

近年来，城投债券融资收紧，弱资质主体发债再融资受阻，已成为非常市场化发行的主要发行人。2023

年，监管部门从供给端的发行人、主承销商，以及需求端的投资机构全方位加强非市场化发行监管，其中结

构化发行和交易则是监管部门重点打击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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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4 月，中基协发布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指引（征求意见稿）》明确禁止私募基金参与结

构化发行，同时提高债券投资集中度限制。一是禁止参与结构化发行，“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股东、合伙人、

实际控制人、员工不得参与结构化债券发行，不得直接或者变相收取债券发行人承销服务、融资顾问、咨询

服务等各种形式的费用”；二是提出“双 10%”和“双 25%”限制，即“单只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于同

一债券的资金，不得超过该基金净资产的 10%。私募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所有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于同一

债券的数量，不得超过该债券存续数量的 10%。”以及投资于同一发行人及其关联方的“双 25%”限制。 

6 月，证监会发布《关于深化债券注册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严禁发行人在发行环节直接或间接认购其

发行的债券，或通过返费等非市场化方式对发行定价进行不当干预”，《关于注册制下提高中介机构债券业

务执业质量的指导意见》也提出“依法打击结构化发债和返费等承销环节违法违规行为”。同月，交易商协

会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业务规范有关事项的通知》，就结构化发方面规定，发行人不

得有通过综合业务合作等方式干扰发行定价，设置承销机构比选评分指标不得与发行利率挂钩；投资者应

在分销协议中就未辅助发行人开展结构化发行等进行承诺。 

9 月，新修订《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规定“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比例

超过百分之五的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认购或交易、转让其公司债券的，应当披露相关情况。”  

2024 年 1 月 12 日，上海、深圳交易所同步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债券发行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针对

债券结构化发行进行规范，具体措施包括：禁止发行人出于利益交换目的与关联金融机构互持债券，禁止

承销机构协助开展非市场化发行和交易，禁止投资者为发行人自购债券提供通道业务，交易所强调将对对

债券发行利率过低等非市场化行为开展检查。 

此外，监管部门对结构化发行、返费、违规代持等行为查处力度明显加大。2023 年，4 家机构因参与发

行“返费”等非市场化发行受到交易商协会自律处分。城投领域一直是债券发行和交易违规的“重灾区”，

交易商协会持续关注城投主体的违规行为，对 8 家城投企业土地资产不真实、发行环节“返费”、募集资金

用途变更未合规披露等违规行为进行处分。 

7. 城投债境外发行与投资升温 

境内城投债融资受限，部分城投平台为突破融资瓶颈，开始转向境外融资渠道，特别是离岸人民币债券

（点心债）和美元债。2023 年，城投点心债共发行数量 137 只，发行规模 858.54 亿元，城投美元债共发行

70 只，发行规模 91.61 亿美元。其中，四季度城投境外债券发行升温，点心债共发行 40 只，发行规模 226.61

亿元，票面利率 3.69%-9%；美元债发行 25 只、发行规模 35.77 亿美元，票面利率 5.7%-7%，两类债券发行

期限均以 3 年期为主。境外城投债地区以山东、浙江、江苏为主，四季度山东境外城投债发行数量远超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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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省份，发债城投地区上也有 12 个重点省份涉及其中，如重庆、湖南、江西、吉林、贵州。 

图 3  2023 年 1-12 月城投点心债发行情况  图 4  2023 年 1-12 月城投美元债发行情况 

 

 

 

资料来源：Wind，中证鹏元整理  资料来源：Wind，中证鹏元整理 

境内高收益城投债再度掀起“抢购潮”，天津城建多只短融出现 70 倍认购，有省份发行利差收窄 200BP

以上，二级市场上多只高收益城投债利差收窄 300BP 以上，年末存量高收益城投债数量亦大幅减少。根据

中债估值，年末估值收益率在 8%以上的城投债券仅 306 只，较 6 月末的债券数量下降 80%。境内城投债收

益快速拉低，“资产荒”下，追求高收益的投资机构开始关注境外城投债。相较于境内城投债 12 月份的平

均票面利率已降至 3.77%，境外城投债平均票面利率仍能保持 5%以上，其中也不乏 8%以上高收益个券。

需注意的是，投资美元债券或面临较大汇率风险。 

二、2023 年城投债发行情况 

1. 2023 年城投债发行规模总体大增，净融资略增 

2023 年，城投平台“遏增化存”融资监管环境延续，城投债集中到期产生的再融资需求带来发行规模

增长。2023 年，城投债券共发行 7,313 只，较 2023 年增长 26.2%，发行规模 49,259.76 亿元，较 2023 年增

长 25.9%，净融资 8,923.65 亿元，较上年增长 5.6%。 

发行节奏上，3-4 月份、8 月份的发行规模相对较大，同比增长率在 35%以上，其中 3 月份发行规模同

比增长 56%。7 月 24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一揽子化债”计划提出之后，城投债融资监管政策边际收

紧，加上四季度发行淡季，四季度的城投债发行明显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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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22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份城投债券发行与净融资 

 

数据来源：Wind，中证鹏元整理 

分市场看，2024 年城投债发行仅企业债和公募公司债发行规模较上年下降。具体而言，交易所城投债

共发行 3,279 只、发行规模 22,804.51 亿元，较上年增长 29.6%和 26.2%。企业债券城投品种发行 227 只、发

行规模 1,579.10 亿元，受审核权划转影响，企业债券城投品种发行量从 10 月份开始降至个位数，全年发行

数量较上年下降 45.6%、发行规模下降 46.0%。公募公司债城投品种发行 231 只、发行规模 2,036.58 亿元，

较上年下降 20.3%和 17.5%；私募公司债城投品种发行 2,821 只、发行规模 19,188.83 亿元，较上年增长 54.7%

和 51.4%，是城投债增长的主力品种。银行间城投各品种发行规模增幅均较大。短期融资券城投品种发行

1,780 只、发行规模 11,468.43 亿元，较上年增长 23.8%和 25.7%；中期票据品种发行 1,280 只、发行规模

9,011.09 亿元，较上年增长 33.5%和 34.1%；定向工具发行 974 只、发行规模 5,975.74 亿元，较上年增长 12.3%

和 14.3%。 

净融资除企业债券品种为净偿还外，其余债券品种为净融资，其中私募债品种增长最大。具体而言，

2024 年，企业债品种净偿还 1,324.30 亿元，由上年净融入转负，净融资额较上年减少 1,479.65 亿元；私募

公司债和中期票据品种净融资规模较上年增长，其中私募公司债品种净融资 5,796.11 亿元，较上年增长

35.8%；中期票据品种净融资 2,593.44 亿元，较上年增长 1.6%。短期融资券品种则由上年的净偿还转正，净

融资规模为 1,307.68 亿元，较上年增加 1,795.95 亿元。公募公司债品种净融资 374.71 亿元，较上年下降

77.8%；定向工具品种净融资 176.00 亿元，较上年下降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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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23 年城投债券品种发行与净融资情况 

债券品种 
发行数量 

(只) 

发行规模 

(亿元) 

净融资规模

(亿元) 
发行数量同比 发行规模同比 净融资同比 

交易所市场 3,279 22,804.51 4,846.53 29.60% 26.18% -20.65% 

企业债券 227 1,579.10 -1,324.30 -45.56% -46.02% -952.46% 

公募公司债 231 2,036.58 374.71 -20.34% -17.54% -77.75% 

私募公司债 2,821 19,188.83 5,796.11 54.74% 51.37% 35.79% 

银行间市场 4,034 26,455.25 4,077.13 23.59% 25.58% 73.91% 

短期融资券 1,780 11,468.43 1,307.68 23.78% 25.73% -367.82% 

中期票据 1,280 9,011.09 2,593.44 33.47% 34.13% 1.60% 

定向工具 974 5,975.74 176.00 12.34% 14.34% -37.14% 

合计 7,313 49,259.76 8,923.65 26.22% 25.86% 5.58% 

注：企业债券城投品种净融资由上年净融资转净偿还；短期融资券城投品种净融资由上年净偿还转为净融入 

数据来源：Wind，中证鹏元整理 

2. 城投债信用重心持续抬升，向 AA+级以上集中趋势明显 

2023 年，城投债主体等级以 AA 级为主，级别向 AA+级以上集中趋势明显。2023 年，城投债发行人共

1,851 家，其中无主体评级 18 家，占比 1.0%，较上年略下降。具体而言，AAA 级主体 149 家，占比 8.2%，

较上年度提高 0.1pct；AA+级主体 689 家，占比 38.0%，较上年度提高 2.3pct；AA 级主体 980 家，占比 54.0%，

较上年度下降 2.0pct；AA-级（含）以下和无主体级别主体 33 家，占比 1.8%，占比较上年度下降 0.9pct。 

发行规模上，AAA 级主体发行 1.25 万亿元、占比 25.4%，较上年提高 1.1pct；AA+级主体发行 2.32 万

亿元、占比 47.2 %，较上年提高 1.1pct；AA 级主体发行 1.33 万亿元，占比 27.0 %，较上年下降 2.0pct；AA-

级（含）以下和无主体级别债券发行 189.30 亿元，占比 0.4%，较上年下降 0.2pct。 

从主要级别净融资情况看，城投债净融资主体级别以 AA+级主体为主，净融资规模为 7,165.70 亿元，

较上年增长 12.9%；AAA 级主体净融资规模 2,424.42 亿元，较上年下降 32.4%；AA 级主体净融资由上年净

融转净偿还 174.88 亿元，自 5 月以来，AA 级主体城投债净融资大部分时间为净偿还，且呈扩大趋势。 

 

 

 

 

 

 



                                                            专题研究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10 

 

图 6  城投债券主体信用分布（按发行人）  图 7  城投债券主体信用分布（按规模） 

 

 

 

注：按发行人数量统计，不包含无主体评级发行人。 

资料来源：Wind，中证鹏元整理 

 注：按发行规模统计，不包含无主体评级债券。 

资料来源：Wind，中证鹏元整理 

 

图 8  2023 年 1-12 月城投债各级别净融资 

 

数据来源：Wind，中证鹏元整理 

3. 城投债短期化现象仍在，同时长期债券占比开始回升 

2023 年，新发行城投债券加权平均期限 2.87 年，较 2022 年缩短 0.38 年，主要表现 3 年期及以下中短

期债券规模占比均上升。从主要期限看，一年期及以下债券发行数量占比 32.5%、发行规模占比 31.4%，较

2022 年仍分别上升 3.1pct、2.5pct，城投债短期化现象仍在加剧；3 年期债券发行数量和发行规模占比均为

31.4%、较 2022 年分别上升 3.1pct、3.5pct；而 5 年期债券发行数量占比 20.9%、发行规模占比 23.0%，较

2022 年分别下降 4.4pct、6.2pct。城投债短期化现象加剧一方面说明城投主体流行性压力加大，另一方面反

映出市场对短期风险持乐观态度大但认为城投债长期不确定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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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城投债券期限分布（按债券数量）  图 10  城投债券期限分布（按发行规模） 

 

 

 

资料来源：Wind，中证鹏元整理  资料来源：Wind，中证鹏元整理 

5. 大部分省市城投净融资同比表现下降，重点区域净融资持续紧缩 

2023 年，江苏和浙江仍是发行规模头部地区，天津、河南、山东增长较快。具体从发行规模上看，江

苏发行 12,298.77 亿元、浙江发行 6,484.73 亿元，两地合计发行规模占城投债总发行规模的 38%。山东、天

津、河南、湖南、四川、湖北、重庆等 7 个地区发行规模属于第二梯队，发行规模在 2,000-4,000 亿元。城

投债主要发行地区中（发行规模 1000 亿元以上），天津、河南、山东、陕西、广东、浙江的发行规模增速

均在 30%以上，其中天津的发行规模较上年增长 45.9%。 

净融资方面，2023 年全国 31 个地区中 21 地为净融资、10 地为净偿还。净融资地区中，浙江净融资

1,565.10 亿元、江苏净融资 1,526.85 亿元、河南净融资 1,078.15 亿元、山东净融资 1,068.67 亿元；其次，湖

北、四川、重庆、安徽等地净融资规模在 500-800 亿元之间。净偿还地区涉及贵州、广西、甘肃、吉林、黑

龙江、辽宁、云南、青海、内蒙古、宁夏共 10 个地区，均在 12 个重点省份范围内。其中，贵州净偿还 373.93

亿元、广西净偿还 166.75 亿元、甘肃净偿还 99.60 亿元、吉林净偿还 98.69 亿元，黑龙江净偿还 81.88 亿元。

其余 2 个净融入的重点省份，分别为重庆净融资 558.56 亿元、天津净融资 119.16 亿元。 

表 2  2023 年城投债区域融资情况（单位：亿元） 

省份 
2023 年发行

规模 

2022 年发行

规模 

发行规模同

比 

2023 年净融

资规模 

2022 年净融

资规模 
净融资同比 

净融资增减

规模 

浙江 6,484.73 4,814.73 34.69% 1,565.10 1,745.22 -10.32% -180.12 

江苏 12,298.77 9,944.98 23.67% 1,526.85 1,072.32 42.39% 454.54 

河南 2,627.51 1,881.07 39.68% 1,078.15 751.58 43.45% 326.57 

山东 3,647.16 2,650.09 37.62% 1,068.67 1,027.81 3.98% 40.86 

湖北 2,130.15 1,646.14 29.40% 737.22 659.02 11.87% 78.20 

四川 2,329.26 1,957.89 18.97% 626.00 652.41 -4.05% -2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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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2023 年发行

规模 

2022 年发行

规模 

发行规模同

比 

2023 年净融

资规模 

2022 年净融

资规模 
净融资同比 

净融资增减

规模 

重庆 2,089.25 1,699.08 22.96% 558.56 353.78 57.88% 204.77 

安徽 1,981.82 1,863.31 6.36% 543.87 502.37 8.26% 41.49 

湖南 2,484.91 2,145.44 15.82% 397.83 401.49 -0.91% -3.66 

江西 1,912.38 1,496.68 27.77% 390.52 395.24 -1.19% -4.72 

福建 1,028.15 1,029.91 -0.17% 296.59 474.45 -37.49% -177.86 

陕西 1,086.41 800.16 35.77% 293.91 285.96 2.78% 7.95 

北京 451.90 310.20 45.68% 215.25 70.38 205.84% 144.87 

河北 479.62 483.50 -0.80% 141.21 222.50 -36.54% -81.30 

山西 423.40 353.20 19.88% 127.27 36.28 250.84% 90.99 

天津 3,505.11 2,402.37 45.90% 119.16 8.74 1263.51% 110.42 

新疆 421.97 395.37 6.73% 80.00 47.55 68.25% 32.45 

上海 290.04 334.68 -13.34% 51.97 185.37 -71.96% -133.40 

西藏 81.76 77.53 5.46% 43.75 30.72 42.42% 13.03 

海南 42.00 16.00 162.50% 10.64 15.35 -30.65% -4.71 

广东 1,504.69 1,110.60 35.48% 7.62 256.24 -97.03% -248.62 

宁夏 88.30 19.00 364.74% -0.20 -1.40 -85.71% 1.20 

内蒙古 - 3.20 -100.00% -8.50 -26.25 -67.62% 17.75 

青海 19.50 27.75 -29.73% -26.00 -39.90 -34.84% 13.90 

云南 711.91 595.67 19.51% -34.30 -172.85 -80.16% 138.55 

辽宁 56.60 55.75 1.52% -66.64 -35.96 85.28% -30.67 

黑龙江 42.65 33.00 29.24% -81.88 -9.74 740.39% -72.14 

吉林 230.20 224.90 2.36% -98.69 -109.80 -10.12% 11.11 

甘肃 56.18 61.01 -7.92% -99.60 -136.86 -27.22% 37.26 

广西 460.65 314.46 46.49% -166.75 0.03 - -166.79 

贵州 292.80 390.75 -25.07% -373.93 -209.63 78.38% -164.30 

注：红色字体为 12 个重点地区。 

资料来源：Wind，中证鹏元 

6. 2023 年城投债利差持续收窄，下半年受政策利好信用利差加速收窄 

2023 年，各级别城投债利差持续收窄，在 7 月份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利差收窄趋势加速。2023 年上半年，

市场对经济预期向平稳修复，利率曲线开始平稳回落，此前市场利率波动带来债券抛售随之降温，城投债利

差随之收敛；市场资金供给合理充裕、信用环境宽松，年中各级别城投债信用利差走势平坦化；但是期间尾

部地区城投债负面舆情对利差带来扰动。7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制定“一揽子化债”方案防范化解地方

债务风险，城投债短期风险极大缓解。政策利好驱动下，城投债利差呈加速收窄的趋势，尤其 AA+级和 AA

级城投债收窄幅度较大。12 月份，AAA 级、AA+级和 AA 级的平均利差分别为 98BP、126BP、240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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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7 月份相比，分别收窄 11BP、47BP、40BP。 

图 11  2022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城投债发行利差走势 

 

注：发行利差样本债券为 1 年期及以上无担保的债券； 

数据来源：Wind，中证鹏元整理 

从 12 月份发债区域的发行利差看，云南、贵州、广西的 AA 级城投发行利差仍高，广西的 AA+级城投

发行利差较 7 月收窄 134BP；重庆 AA+级和 AA 级城投发行利差下降明显，较 7 月分别收窄 179BP、231BP

至 146BP、233BP，陕西、天津的 AA+级城投发行利差较 7 月收窄 259BP、216BP。 

表 3  2023 年区域信用平均利差及变动（单位：BP） 

地区 
2023 年 1 月 2023 年 7 月 2023 年 12 月 2023 年 7-12 月利差变动 

AAA AA+ AA AAA AA+ AA AAA AA+ AA AAA AA+ AA 

云南 - 477 - - - - - - 482 - - - 

贵州 233 - 474 225 442 - - - 403 - - - 

广西 - 472 443 103 510 - 88 376 391 -16 -134 - 

山东 127 346 428 205 262 496 75 186 339 -130 -76 -157 

四川 - 218 429 80 218 439 36 132 336 -44 -87 -102 

河南 - 297 445 177 206 - 115 138 286 -62 -69 - 

陕西 317 419 - 198 451 - 176 192 274 -22 -259 - 

湖南 - 301 503 38 203 386 45 125 238 7 -78 -148 

重庆 81 311 - 79 324 464 - 146 233 - -179 -231 

湖北 164 202 353 82 169 276 - 74 208 -82 -95 -67 

西藏 - - - - - - - - 196 - - - 

新疆 - 284 386 - 150 333 - 76 151 - -74 -182 

北京 - 201 - 67 84 103 43 59 129 -24 -25 27 

江苏 137 231 359 111 131 284 75 91 129 -36 -40 -155 

浙江 114 160 236 85 120 160 89 83 99 4 -36 -61 

安徽 - 263 466 - 125 262 - 96 - - -29 - 

福建 95 232 304 60 118 201 - 99 - -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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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2023 年 1 月 2023 年 7 月 2023 年 12 月 2023 年 7-12 月利差变动 

AAA AA+ AA AAA AA+ AA AAA AA+ AA AAA AA+ AA 

河北 - - - 87 184 - - 155 - - -29 - 

江西 172 318 395 82 228 238 76 138 - -6 -90 - 

辽宁 - - - - - 423 - 181 - - - - 

山西 173 - - 98 113 399 80 167 - -18 53 - 

天津 - - - - 466 - 141 250 - - -216 - 

广东 45 145 - 49 114 189 - - - - - - 

黑龙江 - - - - 455 - - - - - - - 

吉林 - 309 - 353 - - - - - - - - 

上海 - 119 - 55 84 - - - - - - - 

海南 197 - - - - - - - - - - - 

宁夏 - 392 - - - - - - - - - - 

注：1.样本债券为 1 年期(不含)以上的无增信债券；2.利差为发行利率与国开债利差；3.“-”表示无相关数据或数据不可比；

4.内蒙古、甘肃、青海无样本债券。 

资料来源：Wind，中证鹏元 

三、2023 年城投债信用表现 

1. 城投债主体评级上调的城投平台共 32 家 

2023 年，城投债评级上调的城投平台共 32 家，均为主体级别上调。上调的主体级别迁移均向上调整 1

个级别，原主体级别为 AA+级的主体 13 家，AA 级主体 17 家，AA-级主体 2 家。行政级别上，上调城投主

体以地市级为主，共 18 家，区县级 13 家，另有 1 家地市开发区平台。 

地区分布上，评级上调主体集中于江苏和浙江两地。江苏上调 12 家分布于 8 个地级市，其中苏州上调

3 家，南京和盐城各上调 2 家；浙江上调 6 家分布于 5 个地级市，其中杭州上调 2 家。湖南和广州各上调 2

家。此外，北京、山西、江西、福建、广西、安徽、河北、湖北各有 1 家主体评级上调。 

表 4  2023 年主体评级上调及展望正面的城投主体 

省份 城市 发行人 
最新评级日

期 

最新

评级 

最新

展望 

期初

评级 

期初

展望 

江苏 

南京 
南京高淳国有资产经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3-06-28 AA+ 稳定 AA 稳定 

南京溧水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2023-12-29 AA+ 稳定 AA 稳定 

苏州 

昆山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23-06-28 AAA 稳定 AA+ 稳定 

张家港市国有资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3-09-07 AAA 稳定 AA+ 稳定 

苏州市相城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2023-06-19 AAA 稳定 AA+ 稳定 

无锡 无锡市安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023-07-27 AA+ 稳定 AA 稳定 

扬州 扬州市交通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3-07-27 AA+ 稳定 AA 稳定 

淮安 淮安市国有联合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23-09-07 AAA 稳定 AA+ 稳定 



                                                            专题研究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15 

省份 城市 发行人 
最新评级日

期 

最新

评级 

最新

展望 

期初

评级 

期初

展望 

连云港 江苏方洋集团有限公司 2023-07-26 AA+ 稳定 AA 稳定 

盐城 
盐城市城镇化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3-11-27 AA+ 稳定 AA 稳定 

盐城市交通投资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3-12-22 AAA 稳定 AA+ 稳定 

徐州 徐州市新水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2023-05-31 AA+ 稳定 AA 稳定 

浙江 

杭州 
杭州西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3-09-06 AAA 稳定 AA+ 稳定 

杭州余杭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3-07-07 AAA 稳定 AA+ 稳定 

湖州 湖州市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23-11-15 AAA 稳定 AA+ 稳定 

嘉兴 嘉兴科技城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23-05-23 AA+ 稳定 AA 稳定 

金华 金华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3-06-06 AA+ 稳定 AA 稳定 

温州 温州市公用事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23-09-14 AAA 稳定 AA+ 稳定 

湖南 
常德 桃源县经济开发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2023-06-27 AA 稳定 AA- 稳定 

岳阳 湖南楚之晟控股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2023-06-25 AA 稳定 AA- 稳定 

四川 
成都 成都陆港枢纽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23-08-07 AA+ 稳定 AA 稳定 

眉山 眉山天府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3-06-28 AA+ 稳定 AA 稳定 

广东 惠州 
惠州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3-06-28 AAA 稳定 AA+ 稳定 

惠州仲恺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23-05-08 AA+ 稳定 AA 稳定 

北京 北京 北京大兴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3-06-27 AA+ 稳定 AA 稳定 

安徽 淮南 淮南建设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3-07-27 AA+ 稳定 AA 稳定 

江西 吉安 吉安市新庐陵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023-06-28 AA+ 稳定 AA 稳定 

广西 南宁 南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3-09-25 AAA 稳定 AA+ 稳定 

福建 泉州 福建晋江产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3-11-16 AA+ 稳定 AA 稳定 

河北 唐山 唐山市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23-06-27 AAA 稳定 AA+ 稳定 

湖北 襄阳 汉江国有资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3-06-28 AAA 稳定 AA+ 稳定 

山西 运城 运城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2023-11-06 AA+ 稳定 AA 稳定 

数据来源：Wind，中证鹏元 

2. 评级下调以展望负面为主，集中分布在云贵地区 

2023 年，评级下调的城投平台共 31 家，以展望负面为主，共 27 家，主体级别下调的平台数量 4 家。 

4 家主体级别下调的城投平台均为 AA 级下调至 AA-级，地区集中在贵州，包括六盘水 3 家和铜仁 1

家。展望负面的主体中，AAA 级主体 1 家、AA+级主体 7 家，AA 级主体 12 家，AA-级 7 家。整体来看，

地市级平台评级下调数量高于的区县级平台，分别为 14 家和 12 家，此外有 2 家省级开发区平台和 2 家地

市级开发区平台。 

2023 年，主体评级调低或展望负面的平台分布于 7 省 14 城，主要集中在贵州和云南两地。具体来看，

贵州共涉及 19 家，其中贵阳、毕节、六盘水各 4 家（其中六盘水 3 家为级别下调）、遵义 3 家、铜仁 2 家

（1 家级别下调），都匀、兴义各 1 家。云南共涉及 6 家，主要集中在昆明，为 5 家，以及曲靖 1 家。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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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2 家、郑州、西宁、兰州、秦皇岛各有 1 家展望负面。此外，通化、高密、潍坊有平台被列入观察名单，

未来可能涉及到评级下调风险。 

表 5  2023 年主体评级下调及展望负面的城投主体 

省份 城市 发行人 
最新评级

日期 

最新

评级 

最新

展望 

期初

评级 

期初

展望 

2024 年

地市到

期规模

(亿元) 

河南 郑州 郑州通航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2023-06-27 AA- 负面 AA- 稳定 928.33 

贵州 

贵阳 

贵阳白云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3-06-27 AA 负面 AA 稳定 

674.91 
贵阳白云工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2023-06-28 AA 负面 AA 稳定 

贵州双龙航空港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3-06-27 AA+ 负面 AA+ 稳定 

贵州双龙航空港置业有限公司 2023-06-27 AA 负面 AA 稳定 

遵义 

遵义和平投资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2023-06-21 AA- 负面 AA- 稳定 

219.89 遵义交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3-06-27 AA 负面 AA - 

遵义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2023-06-27 AA 负面 AA - 

六盘水 

六盘水市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2023-06-21 AA 负面 AA - 

54.31 
贵州水城水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023-06-28 AA- 负面 AA 稳定 

贵州省红果经济开发区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23-06-26 AA- 稳定 AA 稳定 

六盘水市水城区城市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23-06-26 AA- 稳定 AA 稳定 

毕节 

毕节市安方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3-06-28 AA- 负面 AA- 稳定 

35.71 
毕节市碧海新区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023-06-27 AA- 负面 AA- 稳定 

毕节市德溪建设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2023-06-25 AA- 负面 AA- 稳定 

毕节市七星关区新宇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23-06-27 AA- 负面 AA- 稳定 

铜仁 
贵州省铜仁市交通旅游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3-06-27 AA 负面 AA 稳定 

25.20 
铜仁市九龙地矿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3-06-26 AA- 负面 AA 负面 

兴义 贵州东湖新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23-07-04 AA- 负面 AA- 稳定 27.44 

都匀 黔南州国有资本营运有限责任公司 2023-06-28 AA 负面 AA 稳定 13.83 

云南 
昆明 

昆明滇池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023-06-29 AA+ 负面 AA+ 稳定 

674.91 

昆明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2023-07-28 AAA 负面 AAA 稳定 

昆明市城建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23-07-28 AA+ 负面 AA+ 稳定 

昆明市国有资产管理营运有限责任公司 2023-07-27 AA 负面 AA 稳定 

昆明市土地开发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2023-07-27 AA+ 负面 AA+ 稳定 

曲靖 曲靖市经济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3-06-29 AA 负面 AA 稳定 10.34 

广西 柳州 
广西柳州市东城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2023-06-27 AA+ 负面 AA+ 稳定 

244.61 
柳州市城市投资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2023-06-27 AA+ 负面 AA+ 稳定 

甘肃 兰州 兰州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2023-07-26 AA 负面 AA 稳定 67.31 

青海 西宁 西宁城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23-07-27 AA+ 负面 AA+ 稳定 5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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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城市 发行人 
最新评级

日期 

最新

评级 

最新

展望 

期初

评级 

期初

展望 

2024 年

地市到

期规模

(亿元) 

河北 秦皇岛 秦皇岛开发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23-06-25 AA 负面 AA 稳定 15.35 

数据来源：Wind，中证鹏元 

四、2024 年城投债到期情况 

1. 预计 2024 年城投债到期规模增长，预计全年偿付规模接近 4.7 万亿元  

截止 2023 年末，不考虑未发行短期融资券，2024 年城投债整体偿还规模预计约 4.3 万亿元，较 2023

年增长 7.3%。具体而言，城投债到期规模 3.01 万亿元、提前兑付规模 1,857 亿元；2024 年进入回售期的债

券存量规模 1.79 万亿元，根据 2023 年 63.1%的回售率计算，2024 年回售规模约 1.13 万亿元。仅中长期城

投债券而言，预计偿付规模约为 3.59 万亿元，较 2022 年增长 19.2%。考虑到 2024 年新发行的超短期融资

债券，以及“一揽子化债”下，部分城投债券可能加速提前偿还，城投债 2024 年全年偿付规模将或近 4.7 万

亿元。 

表 6  2024 年城投债待偿概况（单位：亿元） 

债券类型 
2024 年 2023 年总偿还

规模 

总偿还规模增

长率 到期规模 提前兑付规模 回售预计 合计 

交易所市场 11,923.19 1,784.97 6,965.78 20,673.94 17,915.65 15.40% 

企业债券 771.63 1,453.53 556.67 2,781.83 2,893.24 -3.85% 

公募公司债 1,397.63 0.00 937.53 2,335.16 1,658.87 40.77% 

私募公司债 9,753.93 331.44 5,471.58 15,556.95 13,363.55 16.41% 

银行间市场 18,159.63 64.84 4,342.20 22,566.67 22,378.23 0.84% 

短期融资券 7,321.71 0.00  0.00  7,321.71 10,160.75 -27.94% 

中期票据 5,962.70 57.74 2,155.66 8,176.10 6,417.65 27.40% 

定向工具 4,875.22 7.10 2,186.54 7,068.86 5,799.83 21.88% 

总计 30,082.82 1,849.81 11,307.97 43,240.60 40,293.88 7.31% 

中长期债券合计 22,761.11 1,849.81 11,307.97 35,918.89 30,133.13 19.20% 

注：短期融资券到期规模为截止 2023 年年末到期规模，未考虑 2024 年新发且到期的超短期融资债券规模。 

数据来源：Wind，中证鹏元 

2. 到期城投债 AA 级及以下级别的主体减少，主体级别重心提升 

2024 年到期和提前兑付的城投债，AA 级及以下级别的主体减少。级别分布上，AAA 级主体 126 家，

占比 6.3%；AA+级主体 517 家，占比 25.7%；AA 级主体 1,152 家，占比 57.3%；AA-级以下和无主体评级

的主体 214 家，占比 10.7%。与 2023 年兑付的债券相比，AA 级及以下和无评级主体的主体数量占比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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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 1.1pct，主要为 AA-级和无评级的主体数量下降较多致使两者评级占比下降 0.9pct。 

从到期规模来看，主体级别分布亦呈低级别规模占比下降的特征。AAA 级和 AA+级到期规模占比分别

25.1%、40.4%，较 2023 年分别提高 0.2pct、0.4pct，AA 级、AA-级以下到期规模占比分别 33.0%、1.5%，

较 2023 年分别减少 0.4pct、0.3pct。 

图 12  2024 年到期城投债券主体信用分布（按发

行人分布） 
 

图 13  2024 年到期城投债券主体信用分布（按规

模分布） 

 

 

 

注：剔除重复发行人。 

资料来源：Wind，中证鹏元整理 

 资料来源：Wind，中证鹏元整理 

3. 2024 年河南、重庆和山东的城投债偿债压力上升，天津、云南、贵州待偿规模仍大 

分省来看，江苏城投债待偿规模最大。2024 年，江苏预计待偿规模约 10,578 亿元，其中到期和提前兑

付 8,718 亿元、回售规模预计 1,860 亿元，总待偿规模较 2023 年下降 1.8%。浙江城投债 2024 年预计待偿规

模约 4,920 亿元，其中到期和提前兑付 3,574 亿元、回售规模 2,040 亿元，总待偿规模较 2023 年增长 14.1%。 

河南、重庆和山东的城投债偿债压力上升明显。2024 年，河南预计待偿规模 2,212 亿元，其中到期和

提前兑付 1,537 亿元、回售规模 675 亿元，总待偿规模较 2023 年增长 42.7%；重庆预计待偿规模约 2,123 亿

元，其中到期和提前兑付 1,420 亿元、回售规模 703 亿元，总待偿规模较 2023 年增长 38.7%；山东预计待

偿规模约 3,343 亿元，其中到期和提前兑付 1,980 亿元、回售规模 1,363 亿元，总待偿规模较 2023 年增长

29.7%。 

12 个重点区域 2024 年预计合计待偿模约 7,087 亿元，占总待偿规模比例为 16.4%。在“化债”背景下，

特殊再融资债券重启、国有大行提供化债金融支持，重点区域标债的短期兑付风险较小。但天津、重庆、云

南、贵州四地待偿规模较高，分别为 2,697 亿元、2,123 万元、749 亿元、678 亿元，或仍有一定兑付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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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024 年城投债偿付规模区域分布 

地区 
到期+提前兑

付 
回售预期 总待偿规模 

主体级别 
增长率 

AAA AA+ AA 其它 

江苏 8,717.93 1,859.77 10,577.70 1,789.49 5,402.09 3,326.34 59.78 -1.80% 

浙江 3,573.56 2,040.74 5,614.30 692.04 2,688.44 2,191.39 42.43 14.12% 

山东 1,980.39 1,362.90 3,343.29 765.83 1,792.44 745.05 39.97 29.66% 

天津 2,443.59 253.48 2,697.07 2,066.66 477.45 152.96 0.00 -20.35% 

湖南 1,768.27 662.19 2,430.45 123.94 1,367.51 893.67 45.33 16.45% 

河南 1,536.76 674.92 2,211.68 628.97 873.78 699.58 9.34 42.75% 

重庆 1,420.30 702.80 2,123.10 198.11 945.09 962.40 17.50 38.70% 

四川 1,356.80 753.82 2,110.62 200.57 806.08 1,013.79 90.19 23.92% 

江西 1,332.57 554.27 1,886.84 117.54 950.62 722.14 96.55 23.98% 

湖北 1,261.25 402.45 1,663.70 367.23 562.90 683.78 49.79 19.44% 

安徽 1,235.17 415.82 1,650.99 76.75 904.93 621.51 47.80 14.82% 

陕西 753.30 201.57 954.88 392.19 192.92 360.18 9.59 20.49% 

广东 872.45 72.59 945.04 772.38 46.02 122.60 4.05 -36.87% 

福建 689.11 168.69 857.80 167.45 358.57 331.78 0.00 17.26% 

云南 694.75 53.81 748.56 318.45 325.58 93.88 10.65 0.31% 

贵州 433.53 244.15 677.67 108.75 222.82 263.98 82.13 1.64% 

广西 297.31 123.98 421.29 39.61 148.39 224.89 8.40 -32.85% 

北京 291.63 113.50 405.13 171.00 212.78 21.36 0.00 71.20% 

河北 254.68 146.83 401.51 20.00 253.45 128.06 0.00 18.65% 

新疆 262.44 133.36 395.80 111.54 190.03 94.24 0.00 15.74% 

山西 257.95 126.39 384.34 186.75 182.67 13.53 1.40 29.79% 

上海 128.02 76.32 204.33 102.44 84.73 17.15 0.00 -14.17% 

吉林 109.70 32.77 142.47 99.54 20.65 22.28 0.00 -56.68% 

甘肃 76.02 6.31 82.33 56.31 11.00 15.02 0.00 -47.15% 

西藏 34.99 33.43 68.42 0.00 58.42 10.00 0.00 80.00% 

黑龙江 28.03 30.26 58.28 0.00 37.04 20.25 1.00 -53.20% 

海南 29.35 24.60 53.95 43.16 0.00 10.78 0.00 72.05% 

青海 44.35 6.31 50.66 0.00 50.66 0.00 0.00 11.33% 

辽宁 43.64 3.15 46.79 0.00 21.50 23.77 1.52 -62.03% 

宁夏 12.20 20.50 32.70 0.00 29.90 2.80 0.00 -63.05% 

内蒙古 0.00 6.31 6.31 0.00 0.00 0.00 0.00 -25.80% 

注：1.各级别偿还规模=到期+提前兑付+回售预期，未考虑 2024 年内新发行且到期的超短期债券；2.回售预计规模均按上半年

回售率 63.1%计算； 

数据来源：Wind，中证鹏元 



                                                            专题研究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20 

4. 地市层面，青岛、潍坊、遵义等热点地区偿债压力仍在加大 

就地级市层面，2024 年城投债待偿规模在 200 亿元（含预期回售规模）的地级市共 49 个。热点地区

中，青岛、潍坊、遵义城投债偿债压力较 2023 年加大，其中青岛待偿规模 1,318 亿元，增长 59.3%，潍坊

待偿规模 451 亿元，增长 22.44%；遵义 220 亿元，增长 99.1%；昆明待偿规模 675 亿元、柳州待偿规模 245

亿元，虽未较 2023 年兑付规模为明显增长，考虑当前区域财政和债务情况，仍面临一定流动性压力。其它

地区中，武汉、咸阳、赣州、衡阳、郑州等市的待偿规模较 2023 年增长 50%以上，偿债压力上升。 

表 8  部分地级市城投债 2024 年偿付规模情况（单位：亿元） 

地域 城市 
2024 年总待偿

规模 

主体级别 
增长率 

AAA AA+ AA 其它 

江苏 

南京 2,169.70 696.80 768.34 683.65 20.91 -3.21% 

苏州 1,405.58 252.52 838.67 301.41 12.98 12.57% 

南通 1,106.29 167.88 650.47 282.94 5.00 -9.29% 

泰州 894.76 83.02 429.05 382.70 0.00 14.29% 

常州 828.69 146.21 467.59 211.73 3.16 -7.06% 

徐州 699.28 103.30 173.91 414.74 7.34 -0.27% 

淮安 678.20 74.59 426.22 177.40 0.00 6.78% 

无锡 654.61 101.79 338.80 210.53 3.50 -12.62% 

盐城 553.59 102.91 317.38 130.30 3.00 -13.92% 

扬州 508.25 60.63 216.97 228.35 2.30 11.68% 

镇江 456.19 0.00 415.60 39.88 0.70 -27.29% 

连云港 336.14 0.00 239.79 95.45 0.90 -7.96% 

宿迁 287.27 0.00 119.78 167.49 0.00 36.13% 

浙江 

杭州 1,193.77 415.06 546.85 224.29 7.57 11.60% 

绍兴 1,137.40 56.35 626.97 454.08 0.00 35.26% 

湖州 908.16 98.50 347.83 461.83 0.00 17.23% 

宁波 667.33 42.62 355.14 261.16 8.41 14.82% 

嘉兴 581.78 5.00 315.36 251.95 9.47 7.10% 

温州 291.96 53.92 100.67 130.37 7.00 6.41% 

金华 256.67 20.73 75.33 160.62 0.00 14.98% 

台州 251.01 0.00 170.35 75.67 5.00 -17.10% 

山东 

青岛 1,317.98 271.44 902.76 140.94 2.84 59.26% 

潍坊 450.64 122.62 153.98 156.45 17.60 22.44% 

济南 417.73 356.86 49.70 6.16 5.00 -7.50% 

济宁 322.23 0.00 232.02 81.48 8.74 35.05% 

湖南 长沙 712.80 123.95 434.83 148.97 5.05 1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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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 城市 
2024 年总待偿

规模 

主体级别 
增长率 

AAA AA+ AA 其它 

株洲 389.29 0.00 275.12 105.18 8.98 39.83% 

常德 327.09 0.00 236.98 85.91 4.20 18.46% 

衡阳 255.81 0.00 208.76 47.04 - 55.55% 

江西 

上饶 319.69 0.00 240.17 45.43 34.09 38.35% 

赣州 314.54 0.00 169.10 103.10 42.33 60.98% 

景德镇 307.18 0.00 203.48 103.70 0.00 30.78% 

广西 柳州 244.61 0.00 133.92 110.69 0.00 -24.59% 

河南 
郑州 928.33 629.03 168.69 129.01 1.60 51.48% 

洛阳 227.57 0.00 174.39 53.18 0.00 28.07% 

安徽 滁州 205.96 0.00 154.12 44.64 7.20 34.53% 

贵州 
贵阳 245.00 108.77 89.10 40.16 6.98 -35.00% 

遵义 219.89 0.00 133.76 71.10 15.02 99.17% 

云南 昆明 674.91 318.45 306.73 49.74 0.00 0.54% 

四川 成都 1,217.01 200.58 488.50 517.02 10.92 24.72% 

湖北 
武汉 567.63 289.45 193.50 84.68 0.00 63.55% 

黄石 324.98 0.00 206.95 116.03 2.00 21.44% 

陕西 
西安 589.77 339.36 157.53 86.09 6.79 9.71% 

咸阳 204.99 52.86 0.00 152.13 0.00 77.64% 

山西 太原 258.10 186.79 71.31 0.00 0.00 24.00% 

新疆 乌鲁木齐 244.46 111.55 128.91 4.00 0.00 15.02% 

广东 
深圳 423.97 423.97 0.00 0.00 0.00 -45.93% 

广州 340.20 339.00 0.00 0.00 1.20 -40.99% 

福建 泉州 279.13 34.31 112.07 132.75 0.00 10.34% 

注：1.2024 年偿还规模=到期+提前兑付+回售预计，未考虑 2024 年新发行且到期的超短期债券；2.回售预计规模均按 2023 年

回售率 63.1%计算；3.仅列示 2024 年总偿还规模在 200 亿元以上的地级市。 

数据来源：Wind，中证鹏元 

五、展望 

1. 2024 年，严守风险底线，“化债”和“遏增”仍是城投债主旋律 

一是，严守风险底线，风险管理和防范加强。2024 年 1 月 1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中再次强调“要着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系统

性风险。”2023 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点强调了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

险底线等内容。地方政府层面，多省财政工作会议将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作为 2024 年财政工作重点；多

个地方政府积极成立政府化债基金，可有效防范区域流动性风险；河南、重庆、湖南、江苏、内蒙古、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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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的多个市县表态加强部署落实“631”债务防控机制等。 

二是，“一揽子化债”下，置换推进，特殊再融资债券或再增额。第一轮特殊再融资债券已发行完毕，

累积发行规模 1.39 万亿元。随资金到账，各省将加大对高息城投债务的清理置换力度，包括加大提兑付债

券、推动定融置换、降低非标融资占比和成本等措施。2024 年仍有大规模城投债券到期，加上预期回售规

模，总体偿付规模预计约 4.7 万亿元，偿债压力较 2023 年加大。在土地收入仍不明朗的市场环境下，城投

债兑付压力仍大，仍需要政策持续发力缓释城投债兑付压力，新一轮特殊再融资债券可期。本轮特殊再融

资债券额度来源于 2018 年及以前年度形成的结存限额。根据财政部数据显示，2018 年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

限额与余额的差值约 2.5 万亿元，减去已发行的约 1.4 万亿元特殊再融资债券，意味着未来仍有约 1.1 万亿

元的额度空间。除已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券的地区外，目前更多市县正在积极争取隐债置换额度，置换区域范

围也可能从此前的高风险区域扩大至中等风险区域。 

三是，“遏增”方面，城投债政策维持融资紧平衡，境内政策难再收紧，境外发债监管加强。2023 年

四季度，国办发 35 号文、交易商协会和交易所均再度收紧城投融资。根据城投债发行新规，城投债资金使

用范围基本只限于借新还旧，新增融资发债较难，仅极少数优质地区的城投或能够新增融资；12 个重点省

份和区县级城投则是重点控制债务规模区域，只能借新还旧。城投债发行新规下，预计 2024 年城投债融资

政策将延续 2023 年 9 月以来的相关规定，城投债维持融资紧平衡的状态，但融资监管也难再进一步收紧。

值得关注的是，企业债审核权划归交易所后，弱资质区县级平台新增融资路径或受阻，以及部分城投主体转

向境外高成本债券融资，这与现在化债政策相悖，或引发监管部门关注。未来，监管部门大概率会收紧城投

境外发债政策审核，严格加强城投类主体境外发债监管，未来城投境外债将缩量。 

2. 城投债融资需求仍大，融资分化加剧 

在城投债融资与发行方面，城投债化债置换，加上重点省份城投债务规模新增受到严格限制，城投债的

净融资规模将较 2023 年下降，但 2024 年城投债到期规模增长仍将带来大规模的再融资需求，城投债供给

仍能保持增长，债券增量融资需求或主要来源于偿还或置换非标债债务。我们预计 2024 年城投债总体偿付

规模约 4.7 万亿元，净融资 5,000-7,000 亿元，城投债发行规模在 5.2-5.5 万亿元之间。 

融资分化持续加剧。一是级别分化加剧，城投债融资主要增量向资质较好的地市级城投集中，区县级城

投的净偿还规模或进一步扩大。二是区域分化加剧，沿海发达经济省份将是城投债新增融资的主力，12 个

重点省份城投债规模受到严格控制，政府投资项目投资需求下降，相关地区城投债发行或呈净偿还态势。 

3. 资产荒现象持续，中低级别城投信用利差仍有望进一步收窄 

在防范化解地方债务背景下，城投债短期风险大大降低，城投债信用利差收窄，无论一二级市场，高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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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城投债供给将大幅减少，需求远大于供给，“资产荒”现象持续加剧。城投债短久期信用下沉的主流策略，

中高收益城投债仍是抢配品种。从中长期看，城投债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投资者出于风险规避，中低等级

的长期限城投债发行仍相对困难。 

利差表现上，2024 年，AAA 级城投维持利差水平位置，AA+级和 AA 级城投信用利差仍有进一步收窄。

但仍需注意的是，城投标债的短期风险降低，但尾部的非标、商票逾期或违约风险仍然存在，相关负面事

件可能会对二级市场带来一定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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