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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2023 年以来，多地上演城投标债与非标的“冰与火之歌”：一方面是城投标

债高倍数认购热度空前高涨和票面利率急速压缩，另一方面是多省份城投非

标债务散点式违约频出。本文通过对城投标债和非标的行情割裂原因进行剖

析，探究在标债与非标的信用关联度弱化背景下，二者的割裂行情将如何演

绎。 

割裂行情背后原因何在？二者的先天特性差异及政府的后天态度分化是割裂

行情产生的直接原因，而本质是区域融资能力尚未恢复导致的债务接续力度

不足。 

（1）从产品特性来看，城投标债的要素统一性、违约会引发“蝴蝶效应”等，

奠定了市场的“城投信仰”，“一揽子化债”政策以来城投平台融资渠道收紧，

资金链紧张导致非标偿付优先级相对靠后； 

（2）从政府态度来看，从 2010 年 19 号文明确“存量债务按约定偿还”，到

35 号文明确“不得对高息非标债务进行简单刚兑”，政府态度转变为城投平

台后移非标债务偿付优先级提供依据，与之对应的是政府通过“一揽子化债”

政策对城投债券进行“信仰充值”； 

（3）经济基本面尚未恢复、财政资金偏紧的情况下，区域再融资能力不足是

“同债不同权”现象产生的深层原因。35 号文首先保证重点省份的债务接续

和置换，导致地方政府债务管控手段不足的非重点省份多发非标债务舆情，

向山东、山西等省份扩散。 

标债与非标的割裂行情是否会愈演愈烈？大概率将延续割裂行情，并且区域

间差异将进一步分化。 

（1）标债“刚兑预期”时限充值延长，非标长期仍面临较大的接续压力，短

期在 134 号文的“双非债务置换”及再融资专项债券等政策支持下存在边际

利好； 

（2）重点省份中广西、辽宁等地非标风险化解成效相对领先，贵州、云南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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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较大的摩擦风险；金融化债从非标展期降息置换阶段逐步过渡到本金打

折阶段，未来舆情博弈可能愈演愈烈，但随着非标逾期脱敏舆情博弈效果可

能有所减弱； 

（3）非重点省份随着非标置换及再融资专项债发行的逐步展开，山东、陕西

等非标舆情高发地区短期流动性压力将有所缓解，同时优质区域安全垫更厚，

非标与标债的割裂程度将有所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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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从 2023 年至今城投非标风险事件数量激增，而城投标债认购火热、发行利率急速压缩这一“冰火

两重天”的现象出发，探究城投标债与非标产生割裂行情的直接和深层原因，分析未来随着“一揽子化债”

政策逐步深化推进，标债与非标的割裂行情可能的演绎方向。 

一、非标与标债的“冰与火之歌”

一揽子化债政策推出以来，随着城投非标和标债的信用关联度弱化，多地上演非标与标债的“冰与火之

歌”：一方面是城投非标债务散点式违约频出，另一方面是城投标债高倍数认购热度空前高涨和票面利率急

速压缩。 

2023年至今1城投非标风险事件2数量激增，山东、贵州、陕西成为风险事件高发区域。随着一揽子化债

政策将城投非标和标债的信用关联度弱化，2023 年以来非标风险事件数量激增。2023 年披露的非标风险事

件达到 71 起，同比增长 343.75%，其中 8 月后披露的非标风险事件 25 起。进入 2024 年，非标债务风险愈

演愈烈，截至 2024 年 10 月末已累计发生 66 起非标风险事件。从区域分布来看，2023 年至今非标风险事件

在全国多省散点式频出，其中山东、贵州和陕西分别以 53 起、42 起和 19 起非标风险事件“遥遥领先”于

其他区域。 

图 1  2023 年城投非标风险事件激增  图 2  非标风险事件散点式频出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中证鹏元整理  

注：图中数据区间为 2023 年 1 月-2024 年 10 月；图中各

省份颜色越深代表非标风险事件越多。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中证鹏元整理 

与城投非标风险事件频出相反，标债市场认购火热，发行利率出现急剧压缩。自 2023 年 8 月起，多地

城投债认购倍数创下历史新高，对比 2022 年全年认购倍数大于 10 的债券数量仅 36 支，2023 年 8 月至 2024

 
1 截至 2024 年 10 月末。 
2 非标风险事件包括已违约、风险提示和已偿还三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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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 月已累计 139 支，其中认购倍数大于 30 的债券数量为 50 支。从城投债的票面利率来看，2023 年 8 月

至今，新发行城投债票面利率急速下行，均值最低达到 2024 年 7 月的 2.47%，较 2023 年 7 月新发城投债平

均票面利率降低 176BP。2024 年 8 月后，由于机构预防性抛售及央行宽货币政策落地影响，城投债发行利

率上扬，但仍处于低位。 

图 3  2023 年 8 月至今高认购倍数城投债已累计

139 支 
 

图 4  2023 年 8 月以来城投债发行票面利率急速

压缩 

 

 

 

注：2024 年数据截至 10 月末。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中证鹏元整理 
 资料来源：Wind，中证鹏元整理 

进一步对比各区域的城投非标风险事件和标债行情，我们发现发生非标风险事件的省份中，不乏标债市

场认购火热、发行利差大幅下降的现象。“一揽子化债”政策推出以来，全国城投债券加权平均发行利率从

2023 年 7 月的 4.01%降低至 2024 年 10 月的 2.68%，同期山东、贵州、陕西、云南等省份发生了多起非标风

险事件，但上述地区的城投债券在发行时仍受到市场追捧，票面利率亦出现大幅下行，山东、云南、河南、

辽宁等省份城投债发行利率降幅甚至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图 5  非标事件频发并未阻碍区域内城投债券发行利率下行 

 

注：甘肃省 2023 年 7 月和 2024 年 10 月均无城投债券发行。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中证鹏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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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割裂行情背后原因何在？ 

(一) 产品特性决定偿付优先级，强监管政策下各类融资渠道均受限，非标流动性风险加剧 

产品在设计之初即先天导致了标准化债权的偿付顺序优于非标准化债权。标准化债权在交易商协会及

交易所两大官方场所上市流通，定价公允，二级市场流动性有保证，市场透明度高，一定程度规避了发行人

的道德风险，产品要素的统一规范化，使得标准化债权产品的相似度较高，加上大部分城投债券持有方为当

地金融机构，一旦某一主体发生舆情，会引发“蝴蝶效应”，由点及面，对舆情主体所在区域的融资环境都

会有实质性的影响，这些都奠定了市场所谓的“城投信仰”，城投债券也一直保持着诞生以来的 30 年零违约

记录。标准化债权之外的即为非标准化债权，相对应的，没有统一的监管机构和交易场所，产品一般定制化

发行，透明度低。 

自国办发[2023]35 号文出台以来，金融机构严格控制对城投平台的新增融资，“331”名单内融资平台在

债券市场端仅能借新还旧，与此同时，银行端提升放贷要求，授信提取难度提升，非标端资金撤离，全国各

地正陆续清理金交所业务，信托公司收缩各地放款额度，甚至部分信托公司收到监管窗口指导，要求严格落

实国办发[2023]35 号文要求，不得对“331”名单内融资平台新增放款。强监管政策下城投平台各类融资渠

道均受限，再融资风险有所加剧，资金链受到一定影响，债务接续出现问题，而监管层及地方政府对确保债

券不违约的态度明显，银行借款多有抵押物且若违约，后果相当严重，相比之下，非标违约成本最低，相关

流动性风险加剧。 

表1 标准化债权与非标准化债权的主要区别 

 标准化债权 非标准化债权 

主要形式 债券 信托、融资租赁、定融等 

监管机构 证监会、人民银行等 无统一机构 

交易场所 交易商协会、交易所 无固定交易场所 

流动性 高 低 

投资门槛 高 低 

风险水平/收益水平 相对低风险、低收益 相对高风险、高收益 

透明度 发行要素有一定标准，透明度高 发行要素可自主设计，透明度低 

参与主体 险资、公募基金等，穿透后为低风险偏好的普通

投资者 

企业或金融机构直接面向投资人发行，穿透后以

高净值客户为主 

违约影响 直接对违约企业甚至企业所在区域的声誉、标债

再融资产生实质性影响，社会影响力广泛，市场

对于相关主体及区域的标债再融资接受度恢复

时间较长 

违约企业新增融资困难，流动性受影响，间接传

导至标债市场，债券估值攀升，银行授信新增受

限，再融资能力恶化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中证鹏元整理 

(二) 政策对于两类债务的态度分化，马太效应愈发明显 

2010年开启对城投平台的监管，市场默认对城投平台所有债务的“刚兑”。2010 年 19 号文正式开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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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投平台的监管，明确存量债务按约定偿还，但未对存量债务进行具体区分，市场较为一致地解读为城投平

台所有类型的债务，保持对城投平台所有债务的“刚兑”。此后系列关于城投平台的政策重在强调不发生区

域性和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尽管监管不断强调划清政府与企业的界限，但市场对于城投平台债务“刚兑”依

然充满信心。 

2018年实操层面首例城投平台非标违约案例出现，城投平台调后非标债务偿付顺序有迹可循。2018 年

1 月中融国际信托发布云南省某国有企业未按时偿还信托贷款本息公告，被市场认为是城投非标违约的首

例，自此城投平台非标融资风险事件散发，城投平台债务“刚兑信仰”被打破。同样在当年 4 月，中国人民

银行会同四部门联合发布《资管新规》，明确资产管理业务要“打破刚性兑付”，穿透资产管理产品底层看，

一方面，为避免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金融机构从投资者人数较少、风险等级较高的非标债权类资产开始，

另一方面，城投平台是非标债权类资产重要的贡献方，《资管新规》为其调后非标债务偿付顺序提供可能性。 

35号文首次为非标债务“不全额兑付”提供官方依据。2023 年 9 月国办发[2023]35 号文首次明确提出

“对存续非标利率适度打折，不得对高息非标债务进行简单刚兑”，稳妥压降重点省份融资平台非标债务规

模，对于高息非标债务通过债务重组、债务置换等方式降低利率水平。 

134 号文为非重点省份非标债务置换和重组提供依据，至此，非标债务不简单刚兑适用范围扩展至全

国。2024 年 7 月市场流出 35 号文补丁文件 134 号文，指出非重点省份融资平台非标债务和符合条件的“双

非债务”3，可参照 35 号文中的重点省份融资平台非标债务，适用债务重组和置换等支持政策。 

城投平台标准化债务始终默认“刚兑”。2010 年 19 号文中“存量债务按约定偿还”，包含了标准化债务

即城投债，在 2018 年城投平台非标违约后，“城投信仰”虽一度遭遇挑战，但始终未有实质性违约案例，

2023 年 7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一揽子化债”计划后，“城投信仰”得到充值，9 月发布的 35 号文更是明

确支持重点省份融资平台于 2023 年及 2024 年到期的公开市场债券融资接续，包括区域统借统还、项目贷

款置换等形式，至此，城投债尤其是尾部城投债的兑付风险得到极大缓释，截至目前，市场未有城投债券违

约，“城投信仰”在标债市场仍然奏效。 

表2 城投平台债务管控政策梳理 

时间 政策文件 债务监管表述 

2010 年 6 月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

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简称“19 号文”） 

融资平台公司债务进行全面清理，并按照分类管理、区别对

待的原则，妥善处理债务偿还问题；融资平台公司存量债务，

要按照协议约定偿还，不得单方面改变原有债权债务关系，

不得转嫁偿债责任和逃废债务 

2014 年 10 月 
国发〔2014〕43 号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

性债务管理的意见（简称“43 号文”） 

剥离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融资职能，融资平台公司不得新增政

府债务；牢牢守住不发生区域性和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2018 年 4 月 
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

见（简称“资管新规“） 

向投资者传递“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理念，打破刚性兑

付 

 
3 非持牌金融机构发行的融资平台非标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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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9 月 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的指导意见 

对严重资不抵债失去清偿能力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依法

实施破产重整或清算，坚决防止“大而不能倒”，坚决防止风险

累积形成系统性风险 

2023 年 9 月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融资平台债务

风险化解的指导意见（简称“35 号文”） 

重点省份融资平台今明两年到期贷款进行债务重组；支持重

点省份融资平台今明两年到期的公开市场债券融资接续；重

点省份融资平台存续非标利率适度打折，不得对高息非标债

务进行简单刚兑 

2024 年 3 月 
关于进一步统筹做好地方债务风险防范化

解工作的通知（简称“14 号文”） 

19 省份可自主选报辖区内债务负担重、化债难度高的地区，

以地级市为主，获批后参照 12 个重点省份的相关政策化债 

2024 年 7 月 
关于优化金融支持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

有关事项的通知（简称“134 号文”） 
城投非标债务置换和重组由重点省份拓展至非重点省份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中证鹏元整理 

(三) 为何非标舆情激增且向山东、陕西等省份扩散？ 

利用舆情倒逼城投兑付。公开数据显示，2018 年以来非标风险事件发生数量前三的地区包括贵州、山

东、陕西，同时三地也是 2023 年以来非标风险事件新增4最多的区域，山东、陕西、云南等地通过公众号等

网络手段披露区域风险的数量较多，金融机构利用舆情传播速度快、范围广且兼具重复性等特点，倒逼城投

兑付非标融资。舆情主要集中于经济实力相对强但流动性偏紧的区域。通过梳理上述非标舆情5涉及主体所

在区域情况，如下表所示，沿海省份山东数量最多，主要是省内经济发展靠前的区域，如青岛、潍坊、淄博，

此外陕西省省会城市西安、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河南洛阳、四川遂宁等，均主要为各区域内

经济相对发达区域，表明金融机构更有动力通过舆情手段倒逼非标有可能争取全额兑付的主体。 

图 7  2018 年至今非标舆情来源统计  表3 非标舆情涉及区域 

 

 省份 涉及地级市 涉及主体数量 

山东 

山东省青岛市 2 

山东省潍坊市 2 

山东省淄博市 1 

山东省德州市 1 

陕西 
陕西省西安市 2 

陕西省渭南市 1 

云南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

族自治州蒙自市 
2 

云南省昆明市 1 

河南 河南省洛阳市 1 

四川 四川省遂宁市 1 
 

注：2024 年数据截至 10 月末；统计时点为披露时点。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中证鹏元整理 

本质是经济基本面未恢复、财政资金偏紧、债务管控力度不足。一方面，城投平台债务偿付本质来说是

债务接续，即再融资顺畅，保证资金链安全，这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基本没有太大问题，而一旦经济基本面

 
4 为披露时间，非非标首次发生风险的时间，一般披露时间会晚于发生风险的时间。 
5 消息来源于非官方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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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滑，财政吃紧，对于债务接续支撑力度不足时，“同债不同权”现象会越发显著。另一方面，舆情多发也

反映了地方政府在债务管控手段上的不足，比如上级政府没有对下级政府的债务形成有效管理及监督，各管

各的、全省债务管控思路未达成一致等，这些在舆情多发区域较为常见。 

金融资源优先向重点省份倾斜。国办发[2023]35 号文作为一揽子化债的纲领性文件，意在首先保证 12

个重点省份的债务接续和置换，因此在本轮化债过程中，资源优先向重点省份倾斜，且对于成功置换的案例

宣传力度更大，以呼吁更多的金融机构参与重点省份的债务置换。国发[2024]134 号文为非重点省份置换非

标债务提供依据，但部分区域债务置换在实操中要求高，需穿透借款用途看实质，底层需有项目支撑且对应

资产为非抵押状态，并且为经营性项目，即有稳定的现金流入，置换条件严格，而发行人满足上述要求的非

标债务数量亦有限。非重点省份在本轮化债中获得的资源有所不足，此外银行等金融机构作为债务置换的参

与者，非利益最大的一方，收益风险比来看，置换非标的动力不足，金融机构参与度较低，非标整体置换进

展较缓慢，公开可查询案例较少。 

三、标债与非标的割裂行情会否愈演愈烈？

(一) 标债与非标较大概率延续割裂行情，二者的信用关联度进一步弱化 

在一揽子化债政策背景下，未来城投标债与非标较大概率延续割裂行情，二者的信用关联度进一步弱

化；标债“刚兑预期”时限充值延长，非标长期仍面临较大的接续压力，短期在 134 号文的双非债务置换

及再融资专项债券等政策支持下存在边际利好 

标债方面，自 35 号文出台以来，城投债券发行受到严格的名单制管理，2024 年 1-10 月新发城投中高

达 80.49%为借新还旧，存续债券的借新还旧较有保障，市场对标债的“刚兑预期”较为一致。134 号文作为

35 号文的补充为城投化债再注信心，标债的“刚兑预期”得到延长。非标方面，继 35 号文“不得对高息非

标债务进行简单刚兑”成为化解非标的主基调后，各部门加强对各类非银金融机构的监管，地方普遍提出压

降非标规模与成本的要求，结合一系列信托窗口指导、多地清退金交所定融等，非标严控新增的力度显著加

大，而非标债务大多期限较短，长期来看，城投非标面临较大的接续压力。作为金融化债的手段之一，部分

高风险区域的城投与金融机构已就“展期降息”形成博弈触发舆情，随着未来化债推进至“本金打折”时可

能面临更大的博弈压力。短期来看，134 号文对城投非标重组置换的范围和类别均进行了大幅扩容，范围从

十二个重点省份拓展至全国，非标债务类别则从持牌金融机构发行的产品拓展为持牌和非持牌金融机构的

债务，为银行进行非标置换提供政策依据，近期全国集中发现大额再融资专项债用于置换隐债，对于全国范

围尤其是非重点省份的存量非标安全退出形成一定的边际利好。 

因此，未来城投标债与非标的割裂行情可能会继续存在，但政策的介入和化债进程的推进可能会使得这

种割裂在区域内形成差异，投资者在投资决策时需要更加精细化地分析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的产品，同时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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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政策动态和区域经济的实际情况。 

(二) 割裂行情在各区域间的差异或将继续扩大 

城投非标风险未得到显著缓释，在一揽子化债政策的倾斜下，重点省份中广西、辽宁等地非标风险化

解成效相对领先，但需关注贵州、云南两地仍将面临较大的摩擦风险；金融化债从非标展期降息置换阶段

逐步过渡到本金打折阶段，未来舆情博弈可能愈演愈烈，但随着非标逾期脱敏舆情博弈效果可能有所减弱 

随着一揽子化债政策将城投非标和标债的信用关联度弱化，2023 年以来非标风险事件数量激增，2024

年继续维持在历史高位，城投的非标风险未得到显著缓释。其中，重点省份的非标风险事件合计占比自 50.70%

降至 31.82%，体现出重点省份作为化债政策的核心发力区域，获得各类支持的绝对倾斜，形成了相对领先

的化债成效，如 2023 年政府特殊再融资债额度近 70%集中在重点省份，2024 年央行 SPV 首批 46 亿元落地

广西柳州，非标置换的政策先行等。但从实际效果来看，重点省份的非标风险化解主要集中在广西、辽宁、

甘肃等区域，2024 年未曾出现公开披露的非标险情，而贵州、云南两地的非标仍风险频发摩擦不断。考虑

到 35 号文对于重点省份非标置换的明确支持推出已一年有余，符合展期、置换条件的非标已基本落地，而

当前增量金融化债手段主要集中在非重点省份，未来重点省份中贵州、云南两地的弱资质城投非标债务仍

面临较大的摩擦风险。 

此外，本轮化债工作行进至此已取得阶段性成效，具体表现为 2023 年末隐性债务已较 2018 年末摸排

数下降 50%。然而，在经营性债务方面，工作重点仍主要着力于到期债务的接续和利息支出的压降，虽然债

券及非标新增发行已经得到有效控制，但存量经营性债务本金的实质性化解仍面临挑战。非标债务作为城投

高息债务的最主要构成，是存量化解中首要考虑的对象。目前各区域已经有非标本金打折兑付的案例出现，

如广西桂林非标本金 8.5 折结清，贵州遵义信托 7 折兑付。而在前期展期降息阶段，部分金融机构已借助舆

论手段倒逼城投，如若未来化债演化至本金打折阶段时，推进阻力和难度会更大，恐将面临更严重的负面

舆情压力。 

表4 2024年以来重点省份部分银行贷款置换非标债务案例 

时间 地区 主体 具体情况 

2024 年 3 月 宁夏 银川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宁夏分行、农业银行宁夏分行组成银团，用低息长期贷

款置换 1 单 3.68 亿元非标债务 

2024 年 3 月 宁夏 
银川城市建设发展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国开行宁夏分行置换的银川城发集团 2 只债券和 4 单非标债务，

合计 22.46 亿元贷款 

2024 年 6 月 柳州 
广西柳州市东城投资开发

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首笔本金打折案例，桂林银行，本金 8.5 折结清 

2024 年 8 月 梧州 

梧州市城建投资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梧州苍海投资发展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梧州分行银团贷款总额共 20 亿元，其中

梧州市城建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额度 16.058 亿元，以本金 8.5

折结清一笔非标融资，梧州苍海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942 亿元，贷款利率不超过（含）6.25%/年，贷款期限不超过 8

年，表明梧州市属国企 2024 年首笔银团贷款业务成功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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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8 月 银川 - 
截至 2024 年 7 月底，全市已完成贷款置换债券、非标债务 27.59

亿元 

2024 年 10 月 南宁 
南宁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国开行批复 5.55 亿元，置换融资租赁非标债务，期限由 3 年延长

至 20 年，融资成本大幅降低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中证鹏元整理 

随着非重点省份非标置换及再融资专项债发行的逐步展开，山东、陕西等地的短期流动性压力将有所

缓解，在不涉及本金打折的情形下博弈类险情将有所减少，江苏、浙江、福建等非标 0 违约历史的优质区

域安全垫更厚，非标与标债的割裂程度相对较小 

对于非重点省份来说，因资金紧张、化债支持力度相对偏弱等因素 2024 年非标险情存在明显的向山东

等经济发达区域蔓延的趋势。在 134 号文的政策依据下双非债务置换重组于 2024 年三季度得以正式启动，

地方政府、银行、城投三方积极推动，同时重点省份的置换案例在前可供借鉴，江苏、浙江、四川、山东等

地已陆续有多笔成功案例落地。针对不同类型非标债务匹配不同类型的置换条件，底层项目资产优质的非标

优先适配国开行等政策性银行的长期限低利率贷款置换，底层项目资质较弱的争取商业银行的流贷类置换。

另一方面，出于风险控制的考虑，银行的主观意愿更偏向于债务压力相对较小的区域。中证鹏元预计非重点

省份的非标置换将逐步展开，在双非债务置换、12 万亿最大力度化债、近期再融资专项债券批量发行的增

量利好支持下，山东、陕西等地的短期流动性压力有所缓解，同时市场对此类非标违约的网红区域舆情已形

成免疫，舆情倒闭兑付的边际效力下降，如若不涉及本金打折预计金融机构间的博弈摩擦类险情亦将有所减

少。对于江苏、浙江、福建等非标 0 违约历史的优质区域，出于保护地方融资环境、维护区域信用形象和促

进经济稳定发展的因素考虑，在当地政府的强监管及资源支持下，将保持对非标舆情的高敏感度，此类区域

的非标安全垫相对更厚，非标与标债的割裂程度相对较小。 

表5 2024年以来非重点省份部分银行贷款置换非标债务案例 

时间 地区 主体 具体情况 

2024 年 7 月 广安 广安发展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134 号文后非重点省份首笔落地的债务置换案例，由四川银行

提供银行贷款，成本为 2.28%，未披露置换规模及融资租赁本

金是否打折 

2024 年 8 月 广安 
广安交通文化旅游投资建设

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银行授信置换 4 笔共计 7,440 万元融资租赁非标债务 

2024 年 9 月 攀枝花 - 2024 年上半年完成 3 笔 6 亿元非标债务置换 

2024 年 11 月 济南 济南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集团所属西城集团公司获得由国家开发银行山东省分行

提供的 7 亿元贷款的批复，还款期限延长至 10 年，是济南市成

功落地的首笔非标债务置换专项贷款 

2024 年 11 月 广元 - 
截至 2024 年 11 月，全市累计开展置换重组成功案例 269 笔，

其中非标债务置换成功案例 20 笔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中证鹏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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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甲 92号世茂大厦 C座 23层   邮编：100022 

电话：010-66216006       传真：010-66212002       

 

上海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 1299号丁香国际商业中心西塔 9楼 903室   邮编：200120 

总机：021-51035670       传真：021-51035670       

 

湖南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湘府东路 200号华坤时代 2603   邮编：410000 

电话：029-88626679       传真：029-88626679      

 

江苏  地址：南京市建邺区黄山路 2号绿溢国际广场 B座 1410室   邮编：210019 

电话：025-87781291       传真：025-87781295      

 

四川  地址：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 869号数字经济大厦 5层 5006号 

电话：+852 36158343      传真：+852 35966140      

 

山东  地址：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济南片区经十路华润中心 SOHO办公楼 1单元 4315 室 

总机：0531-88813809      传真：0531-88813810     

 

陕西  地址：西安市莲湖区桃园南路 1号丝路国际金融中心 C栋 801室 

电话：029-88626679       传真：029-88626679      

 

香港  地址：香港中环德辅道中 33号 21楼 

电话：+852 36158342      传真：+852 359661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