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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 中央
财政将在今年四季度增发2023年国债
1万亿元。如何促进资金使用精准有
效？增发国债项目如何高效安排？围
绕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新华社记者
采访了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

加快灾后恢复重建
提升防灾减灾能力

今年发生在京津冀、东北等地的
暴雨洪涝灾害，暴露出我国在防汛
防洪、救灾应急方面仍存在短板弱
项，同时灾毁耕地和农田也亟待修
复重建。

“增发国债能够推动加快灾后恢
复重建工作进度，资金将优先用于医
院、学校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公共服
务设施恢复重建。同时，增发国债能
够切实支持防灾减灾能力提升，资
金将重点用于加快实施海河流域
骨干河道疏浚、重要堤防加固，强
化 蓄 滞 洪 区 安 全 建 设 和 运 行 管
理。”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
副司长王心同说。

围绕水利设施补短板和受灾地
区高标准农田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
农村经济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邱天

朝介绍，一方面，要加快推进水库、堤
防、蓄滞洪区等防洪工程建设，构建
现代化雨水情监测网和智慧化调度
决策系统，进一步完善流域特别是北
方地区主要江河流域防洪工程体
系；另一方面，在重点支持华北、东
北等地将具备条件的灾毁农田全部
修复提升成为高标准农田的同时，
统筹支持受灾地区及其他地区高标
准农田建设。

增发国债项目储备充足

为促进资金使用精准有效，此次
增发国债资金全部按项目管理。国
家发展改革委将落实“资金和要素跟
着项目走”的原则，与财政部会同有
关方面，统筹推进国债项目安排实施
各项工作。

记者了解到，9 月以来，国家发
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已围绕灾后
恢复重建和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组织各地方储备了一批项目。

“经初步筛选符合条件的项目有
7000多个，国债资金需求超过1万亿
元。同时，各地方还正在按照国债投
向领域，抓紧再储备一批项目并加快
推进前期工作。因此，增发1万亿元

国债的项目储备是充足的。”国家
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司长
罗国三说。

针对项目筛选问题，罗国三介绍，
项目需要符合规划或实施方案，避免
超标准建设、重复建设；需要满足投向
领域要求，精准聚焦灾后恢复重建和
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此外，项目
还得满足前期工作比较成熟、资金需
求与建设进度相匹配等要求。

邱天朝表示，具体的审核规则和
要求，将按照增发国债项目实施工作
机制要求，尽快商有关部门达成一致
后，正式向地方发出通知。希望各地
进一步加强项目前期工作，做好项目
储备和申报。

推动项目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

记者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将抓紧与相关部门建立增发
国债项目实施工作机制，统筹做好国
债项目各项工作。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张世
昕说，要抓紧组织各地方，依托国家
重大建设项目库梳理报送一批符合
投向领域、前期工作成熟、经济社会
效益较好的项目。

“组织各地方依托国家重大建设
项目库梳理报送项目，抓紧组织开展
项目筛选审核，尽快选定项目并下达
项目清单和安排金额。督促指导地
方加快项目建设实施，加强项目监督
检查，推动项目尽快形成实物工作
量，在灾后恢复重建和提升防灾减灾
救灾能力方面取得实实在在的成
效。”罗国三表示。

王心同介绍，要加快制定《以京
津冀为重点的华北地区灾后恢复重
建提升防灾减灾能力规划》，有序推
动灾后恢复重建，系统提升防灾减
灾能力。目前，北京、天津、河北等
省市正抓紧组织开展项目建设前期
工作，国务院有关部门同步加强指
导，力争通过中央、地方和广大人民
群众的共同努力，为灾区群众重建
新的高质量美好家园，切实提升以
京津冀为重点的华北地区整体灾害
防御能力。

在监督管理方面，张世昕说，将
通过在线监测、现场督导等方式，加
强对国债项目开工建设、资金使用等
情况的监督检查，推动项目顺利建设
实施。对挤占挪用国债项目资金等
问题，将按照有关规定严肃追责。

如何用好增发1万亿元国债？
——国家发展改革委详解增发国债项目安排

10月31日，游客在贵州
省毕节市百里杜鹃管理区彝山
花谷景区赏花拍照。

近年来，贵州省毕节市百
里杜鹃管理区围绕“吃、住、
行、游、购、娱”，积极打造
复合型旅游产品体系，大力发
展温泉酒店、温泉民宿、露
营、花卉观光等旅游产业，推
进康养和旅游融合发展，提升
服务质量，逐步形成旅游“淡
季不淡”的新格局。据悉，今
年1至9月，百里杜鹃管理区
接待游客641.61万人次，同
比增长54.16%。

新华社 发

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 国
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
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0月31日发布
数据，10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
经理指数 （PMI） 为49.5%，比上
月下降0.7个百分点，降至收缩区
间，制造业景气水平有所回落。

“10月份，受‘十一’节日休
假和节前部分需求提前释放等因
素影响，制造业PMI景气水平有
所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
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河说。

生产指数保持扩张，需求有
所回落。受 9 月份较高基数和 10
月份工作日减少等因素影响，10
月份生产指数为 50.9%，比上月

下降 1.8 个百分点，仍高于临界
点，制造业企业生产景气水平保
持扩张。新订单指数为 49.5%，
比上月下降1个百分点。

市场预期稳定向好。10 月
份，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
55.6%，比上月上升 0.1 个百分
点，连续四个月位于较高景气区
间，制造业企业对市场发展信心
稳定。从行业看，农副食品加
工、木材加工及家具、造纸印刷
及文教体美娱用品、汽车、铁路
船舶航空航天设备等行业生产经
营活动预期指数均位于 60%以上
高位景气区间，企业对行业发展
前景较为乐观。

大型企业 PMI 继续高于临界
点。10 月份，大型企业 PMI 为
50.7%，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特
别是其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
高于临界点，企业产需较为稳
定；中、小型企业 PMI 分别为
48.7%和 47.9%，分别比上月下降
0.9 和 0.1 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
所回落。

价格指数下降。赵庆河表
示，受近期部分大宗商品价格下
降和市场需求回落等因素影响，
10月份，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
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分别为52.6%和
47.7%，分别比上月下降6.8和5.8
个百分点。

10月份中国制造业PMI为49.5%

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 北京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31日发布《关于优化
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中住房套数
认定标准的通知》称，自2023年11月1
日起，北京市公积金贷款在住房套数认
定上不再考虑商业贷款情况，即实施

“认房不认商贷”。
通知提到，为支持居民刚性和改

善性住房需求，体现公积金制度公平
性、互助性、普惠性，经北京住房公积
金管理委员会第二十九次全体会议批
准，优化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中
住房套数认定标准。

首套住房认定标准方面，借款申请
人（含共同申请人，下同）在北京市无住
房且全国范围内无公积金贷款（含住
房公积金政策性贴息贷款，下同）记录
的，执行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

二套住房认定标准方面，借款申
请人在北京市有 1 套住房的；或在北
京市无住房但全国范围内有1笔公积
金贷款记录的；或在北京市有 1 套住
房且全国范围内有1笔公积金贷款记
录的，执行二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

借款申请人在北京市有2套及以
上住房的或全国范围内已使用过2次
公积金贷款的，不予公积金贷款。

同时，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有关负责人提示，借款申请人在申请
公积金贷款时，全国范围内不能有未
还清的公积金贷款；对于离婚一年内
的借款申请人按原政策执行差别化
住房信贷政策，即离婚未满一年申请
公积金贷款的，按二套住房贷款政策
执行。

北京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

将“认房不认商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