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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  要 

地方政府性债务信息披露是指地方政府将政府性债务信息通过政府预算报

告或政府财务报告等形式，向相关利益主体披露的行为。披露地方政府性债务信

息有助于提高地方政府的债务管理能力，约束地方政府的举债冲动，从而更好的

防范债务风险。同时地方政府性债务作为政府会计的重要会计要素，对其披露进

行研究，将有助于构建我国的政府会计体系。 

随着美国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相继爆发，国内外学者及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对

中国政府性债务特别是地方政府性债务的潜在风险更加关注。鉴于准确、完整的

核算、报告、披露地方政府性债务信息对防范债务风险、维持财政可持续性的重

要性，本文采用规范研究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对地方政府性债务信

息披露基本理论的分析基础上，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的现

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阐述，同时借鉴美国和新西兰的相关做法，对地方政府性债

务信息披露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提出增强地方政府性债务信息披露的措施。 

本文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创新：（1）对地方政府性债务与地方政府性

债务风险的关系进行了辩证分析；（2）通过对比美国、新西兰在地方政府性债务

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方面的做法，得出值得我国地方政府借鉴的经验；（3）

对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

出了增强地方政府性债务信息披露的措施。 

关键词：地方政府性债务；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地方政府性债务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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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Abstract 

Local government deb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s the local government disclosure 

the debt information to relevant stakeholders in the form of budget report or financial 

report. Disclosure of local government debt information can help improve the 

debt-management capacity and constrain the borrowing impulses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so as to better prevent debt risk. At the same time, as an important 

accounting element of Government accounting, to study its disclosure would help 

construct Government accounting system in China.  

As the local government debt crisis broke out in the United States one after 

another,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international credit rating agencies become 

more and more concerned on China government debt, especially the potential risk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debt. Given the importance of accurate and complete disclosure 

of local government debt information on preventing debt risk and maintaining the 

financial sustainability, the dissertation uses both normative and positive analysis as 

the methodologies to study related issues of local government deb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proposes several measures to enhance local government debt 

disclosure.  

The main contributions of the dissertation are as follows: (1) analys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government debt and its risk; (2) by comparison the 

practices of confirming, measurement, and reporting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debt in 

United States and New Zealand, summarizes useful advice for China local 

government; (3)with in-depth analysis on the problems and complex reasons of 

current China local government debt, puts forward some measures to enhance local 

government deb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Key words: local government debt; local government debt risk; local government 

deb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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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 

本章主要对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方法与框架安排以及主要的研

究创新与不足等进行了概述。 

1.1  研究背景 

美国地方政府债务危机频发，使得我国国内对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的担忧再

次升温。虽然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一直是财经重点话题之一，各类研究机构和学

者也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的规模做了估算，但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的规模到底有多

大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地方债务课题组 2003 年提交给“地

方债问题国际研讨会”的讨论稿中指出，地方政府大都巧借名目，绕过《预算法》

等相关法规的限制举借债务，再加上必要的信息披露机制的缺乏，没有人可以说

清楚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到底有多大[1]。国家审计署《2009 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

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指出，截至 2009 年底，审计调查的 18 个省、16

个市和 36 个县本级政府性债务余额合计 2.79 万亿元。2009 年 4 月 8 日财政部财

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在接受“半月谈”采访时，对我国目前的地方政府性债务

余额进行了估算，估算的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在 4 万亿元以上，约相当于 2008

年地方财政收入的 174.6%，其中，直接债务超过 3 万亿元，约相当于地方财政

收入的 136.4%[2]。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之所以没有准确、具体的统计数字，

关键原因在于政府没有建立相应的政府性债务信息报告、披露机制。  

温家宝总理在第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要对地方政

府性债务进行全面审计，实施全口径监管，研究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

制。2011 年审计署组织全国审计机关，按照“见账、见人、见物，逐笔、逐项

审核”的原则，对 31 个省和 5 个计划单列市本级及所属市、县三级地方政府的

债务情况进行了全面审计（云南省盈江县因地震未进行审计）。审计结果显

示， 截至 2010 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 107174.91 亿元[3]。至此，对于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大小终于有了官方的统计数据。虽然多数学者认为其在

总量上依然处于风险可控的安全区，但仍需对其进行多方位监控和防范，这就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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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政府债务会计信息的支持。全国性的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摸底虽然能够获得债

务规模的数据，但对债务风险的防范是一个持续、动态的过程，它所需要的信息

应该是政府资产、负债等完整、及时、持续的会计信息。由于我国地方政府普遍

存在债务信息记录、报告、披露不规范、不完整的情况，依据这些债务信息建立

的风险防范和预警体系根本无法真正发挥作用。因此，本文选择地方政府性债务

信息披露作为研究题目，希冀自己的研究能够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和政府会计

改革提供一些参考价值。 

1.2  研究意义 

本文是从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防范的视角，研究地方政府性债务信息的披露

问题，探讨如何完整、全面的报告和披露地方政府性债务信息，从而为实现地方

政府性债务管理提供具有更高质量的地方政府性债务信息。本文研究的主要意义

有以下几个方面： 

1、有利于明晰地方政府性债务，提高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水平和应对债务风

险的能力。完整、准确、及时的地方政府性债务信息是地方政府进行债务管理的

前提和基础，也是构建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预警指标和模型的数据来源。只有对

地方政府性债务信息进行完整、及时的披露，地方政府对债务的管理才有依据，

才能根据本地的政府性债务情况设立偿债基金的数额，从而更好地应对债务风

险。 

2、约束地方政府举债冲动。目前我国上级政府将地区 GDP 作为地方政府官

员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甚至作为政绩考核的唯一指标，这就使得一些地方政府

官员基于自身政治利益最大化的需要，热衷于完成最容易体现自身政绩的任务，

例如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正是由于地方政府具有天

然扩大投资的冲动，如果不让地方政府、人大掌握真实的债务数据，就极难控制

债务规模的扩大，这样不仅不利于国有资产从竞争性领域退出，而且还造成了地

方政府官员“前人借钱，后人还债”的扭曲债务观。 

3、有利于构建完善的中国政府会计体系。我国目前采用的是预算会计体系，

尚没有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政府会计体系。现行的预算会计体系在政府性债务的确

认、计量和报告方面存在局限性。目前我国正在进行政府会计的改革，负债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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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会计的会计要素之一，也是政府会计改革的重要内容。地方政府性债务作为

负债的重要内容，对它的合理处理，将有利于构建完善的政府会计体系。同时完

善的政府会计体系也为政府性债务规模的控制及债务风险的监控提供了判断依

据。 

1.3  研究方法与框架安排 

本文拟采取规范研究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方法对地方政府性债务信息披露问

题进行研究。采用规范研究分析方法，主要是对地方政府性债务、地方政府性债

务风险及两者的关系、政府性债务信息披露进行分析，并论述披露地方政府性债

务信息的必要性。采用实证分析方法主要是基于对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的现状和

存在问题的论述，在借鉴国外政府在地方政府性债务会计处理方面的做法，对我

国的政府性债务信息披露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完善政府性债务信息披露的

建议。 

本文由以下六章构成，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章导论。简要介绍论文的研究背景、选题意义、研究方法与框架安排以

及论文的主要创新与不足。 

第二章相关文献综述。通过对国际组织的相关研究进展和我国地方政府在政

府性债务管理方面的实践情况的说明，结合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阐明地

方政府性债务信息披露的必要性。 

第三章地方政府性债务信息披露的基本理论。首先分析了地方政府性债务

（含债务类型）、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的涵义，然后探讨了地方政府性债务与地

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之间的联系，最后论述了财务信息披露、政府性债务信息披露

及其披露的必要性。 

第四章发达国家地方政府性债务信息披露的状况和启示。通过对美国和新西

兰两个国家在地方政府性债务的确认、计量、报告和披露方面的研究，得出一些

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和启示。 

第五章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首先探讨目前我国地方

政府性债务现状，然后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资金使用、风险防范以及核算、

披露等问题进行全面分析、探讨，最后对引致上述问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基于风险防范的地方政府性债务信息披露研究 

4 

第六章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信息披露问题探讨。根据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的

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结合国外的披露情况，针对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披露的问题

成因，提出改革和完善地方政府性债务披露的一些政策建议或应采取的措施。 

1.4  研究的主要创新与不足 

对地方政府性债务信息披露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国防范和控制地方政府性

债务风险。本文的主要创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地方政府性债务与其风险的关系进行了辩证分析。  

2、通过对比美国、新西兰在地方政府性债务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方面

的做法，得出值得我国地方政府借鉴的经验。 

3、对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在此基

础上提出了增强地方政府性债务信息披露的措施。 

本文的不足之处有：限于数据资料的缺乏，论文主要侧重于进行规范化定性

的分析，实证分析不充分；由于地方政府性债务信息披露问题的研究需要丰富的

理论功底和对地方政府财政运行的深度了解，鉴于作者知识体系的局限性，对这

个问题分析的深度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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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纵观国内外政府性债务管理的相关研究，较少有对政府性债务信息披露的直

接研究和评述。本章将对国内外相关部门政府性债务披露的相关情况及改革措

施，结合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论述。 

2.1  国外研究述评 

2.1.1  国际会计师联合会的相关研究 

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是会计职业界的全球性组织，它成立于 1977 年。

国际会计师联合会下设的独立的准则制定机构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理事会

（IPSASB）致力于制定高质量的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并积极促进公共部门

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和全球政府财务报告质量的提高。截至 2010年 1月，IPSASB

共发布了 31 项基于权责发生制的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 

《债务会计与报告》是在研究论文第 1 号《政府财务报告》，特别是研究论

文第 2 号《政府财务报表要素》的基础上形成的。该报告主要讨论了债务的定义

和分类、不同的会计基础对债务的定义、确认和报告的影响以及特定类型的债务

所引发的具体问题等，指出一国政府要意识到政府负债及由政府承诺或偶发因素

引起的潜在义务的重要性，因为它们对政府的财政灵活性有着显著的影响。该报

告认为，只报告显性债务是不够的，对于如雇员养老金、其他递延的雇员福利或

补偿等或有负债或承诺导致的潜在义务，也应在财务报表和附注中予以报告或披

露，因为这些信息对决策的有效性及受托责任也是至关重要的。报告还指出，为

了满足政府财务报告使用者的信息需求，政府应该至少将会计基础转向修正的权

责发生制[4]。 

IPSAS 第 1 号《财务报表的列报》认为，一套完整的财务报表应至少包括：

财务状况表、财务业绩表、净资产/权益变动表、现金流量表和附注。IPSAS 第

1 号以通用财务报表为背景，对除政府企业外的所有公共部门主体的债务的报告

和披露作了进一步的规范。例如财务状况表内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作为单独的

类别列报，其中流动负债又包括应付税款和应付转移款、应计雇员费用、交换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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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的应付账款、其他应计经营费用及准备等；在财务业绩表中至少应该反映与负

债相关的融资成本。同时该准则还指出在财务报表附注中要求对或有负债和未确

认的合同承诺进行披露[5]。 

IPSAS 第 19 号《准备、或有负债和或有资产》主要是对采用权责发生制会

计基础编报财务报表的主体的准备、或有负债和或有资产的确认标准和计量做出

了规范：（1）准备是指时间或金额不确定的负债。准备只能用于最初为其确认的

支出。应在每一报告日对准备的数额进行复核、调整，以反映当前的最佳估计数。

主体应当对准备的账面金额、义务性质的简要描述、经济利益或服务潜力最终流

出的预期时间、不确定性说明、预期补偿的金额等进行披露；（2）不应确认或有

负债。对于或有负债，应对它们进行持续评价，以确定含有经济利益或服务潜力

的资源流出的可能性是否已变为可能。如果未来包含经济利益或服务潜力的资源

流出的可能性变为很可能了，则应在可能性发生变化的当期财务报表中确认一项

准备（除非在极少数情况下不能可靠的估计其金额）。主体应在报告日对各类或

有负债的性质进行简要地披露，并在可行的情况下披露对其财务影响的估计（金

额为履行现时义务所要求支出的最佳估计数）、与流出的金额或时间有关的不确

定性的说明及补偿的可能性[5]。 

IPSAS 第 22 号《一般政府部门财务信息的披露》对选择在其合并财务报表

中列示一般政府部门信息的政府的信息披露做出了规定。一般政府部门的财务报

表应当披露负债的主要项目，披露方式有三种：（1）在附注中披露；（2）在财务

报表主表中单设栏目列示；（3）其他适用于本国或本地区的方法[5]。 

2.1.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相关研究进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成立于 1945 年，是政府间国际金融组织。它也

对公共债务会计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995 年出版的《有效的政府会计》在第四章“负债管理”

专门讨论了应付账款、长期负债、或有负债和短期负债四类负债的特征以及对它

们进行分类编制预算、解释和管理的方法。其中，或有负债是指由政府开出保函

而引起的交易行为，包括正式承认的或有负债和无法量化的或有负债两大类。或

有负债只有在保函必须被偿付且必要的预算资金已经到位时才能记录。同时，政

府会计应当采用权责发生制登记短期和长期负债及对负债的清偿过程并编制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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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gree papers are in the “Xiamen University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Database”. Full
texts are available in the following ways: 
1. If your library is a 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log on http://etd.calis.edu.cn/ and submit
requests online, or consult the interlibrary loan department in your library. 
2. For users of non-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mail to etd@xmu.edu.cn for delivery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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