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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评级 
Brilliance Ratings 

评级声明 

本评级机构对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的跟踪评级作如下声明： 

本次债券跟踪评级的评级结论是本评级机构以及评级分析员在履行尽职调查

基础上，根据本评级机构的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标准和程序做出的独立判断。

本次评级所依据的评级方法与模型是新世纪评级《公共融资评级方法与模型（中

国地方政府债券》。上述文件可于新世纪评级官方网站查询。 

本评级机构及本次地方政府债券跟踪评级分析员与债务人之间不存在除本次

跟踪评级事项委托关系以外的任何影响评级行为独立、客观、公正的关联关系，

并在信用评级过程中恪守诚信原则，保证出具的跟踪评级报告客观、公正、准确、

及时。 

本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和其后的跟踪评级均依据地方政府所提供的资料，地

方政府对其提供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负责。 

鉴于信用评级的及时性，本评级机构将对地方政府债券进行跟踪评级。在信

用等级有效期限内，地方政府在财政、地方经济外部经营环境等发生重大变化时

应及时向本评级机构提供相关资料，本评级机构将按照相关评级业务规范，进行

后续跟踪评级，并保留变更及公告信用等级的权利。 

本评级报告所涉及的有关内容及数字分析均属敏感性商业资料，其版权归本

评级机构所有，未经授权不得修改、复制、转载、散发、出售或以任何方式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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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湖北省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的跟踪评级安排，本评级机构根据湖北省政府提供的 2022

年财政报表及相关经济数据，对湖北省政府的财政状况、经济状况、债务及相关风险进行了动态

信息收集和分析，并考虑募投项目情况等要素，得出跟踪评级结论。 

跟踪对象概况 

2016-2018 年，湖北省政府公开发行了规模合计 1918.45 亿元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其中新增

债券 1475 亿元、置换债券 411.87 亿元、再融资债券 31.58 亿元。截至 2023 年 11 月末，上述已发

行债券中 1463.12 亿元债券已到期，湖北省政府对上述债券均能够按时还本付息，没有延迟支付

本息情况。 

图表 1.  2016-2018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公开发行情况 

债券全称 债券简称 发行金额（亿元） 起息日期 
发行期限

（年） 

票面利

率（%） 

是否

到期 

2016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一期） 16 湖北 09 125.00 2016/4/18 5 2.82 是 

2016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二期） 16 湖北 10 125.00 2016/4/18 7 3.07 是 

2016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三期） 16 湖北 15 150.00 2016/6/6 5 3.04 是 

2016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四期） 16 湖北 16 150.00 2016/6/6 7 3.30 是 

2016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五期） 16 湖北 25 25.00 2016/9/26 5 2.60 是 

2016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六期） 16 湖北 26 25.00 2016/9/26 7 2.76 是 

-- 2016 年合计 600.00 -- -- -- -- 

2017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一期） 17 湖北 02 59.00 2017/5/25 7 4.39 否 

2017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二期） 17 湖北 06 60.00 2017/6/16 3 3.94 是 

2017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三期） 17 湖北 07 61.00 2017/6/16 5 3.96 是 

2017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四期） 17 湖北 08 60.00 2017/6/16 7 4.02 否 

2017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五期） 17 湖北 11 50.00 2017/8/14 3 3.85 是 

2017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六期） 17 湖北 12 67.00 2017/8/14 5 3.99 是 

2017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七期） 17 湖北 13 33.00 2017/8/14 7 4.02 否 

2017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八期） 17 湖北 14 52.14 2017/10/16 5 3.94 是 

2017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九期） 17 湖北 15 3.29 2017/10/16 5 4.05 是 

2017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十期） 17 湖北 16 5.23 2017/10/16 5 3.98 是 

2017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十一期） 17 湖北 17 9.68 2017/10/16 5 3.96 是 

2017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十二期） 17 湖北 18 22.05 2017/10/16 5 3.95 是 

2017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十三期） 17 湖北 19 7.25 2017/10/16 5 3.94 是 

2017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十四期） 17 湖北 20 9.97 2017/10/16 5 4.19 是 

2017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十五期） 17 湖北 21 17.63 2017/10/16 5 3.98 是 

2017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十六期） 17 湖北 22 8.67 2017/10/16 5 3.98 是 

2017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十七期） 17 湖北 23 7.54 2017/10/16 5 4.05 是 

2017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十八期） 17 湖北 24 4.72 2017/10/16 5 4.05 是 

2017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十九期） 17 湖北 25 6.86 2017/10/16 5 4.24 是 

2017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二十期） 17 湖北 26 4.01 2017/10/16 5 4.28 是 

2017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二十一

期） 
17 湖北 27 0.98 2017/10/16 5 4.32 是 

2017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二十二

期） 
17 湖北 29 60.00 2017/11/27 10 4.71 否 

2017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二十三

期） 
17 湖北 30 15.00 2017/11/27 5 3.97 是 

跟踪评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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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全称 债券简称 发行金额（亿元） 起息日期 
发行期限

（年） 

票面利

率（%） 

是否

到期 

 -- 2017 年合计 625.00 -- -- -- -- 

2018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一期） 18 湖北 02 29.70 2018/3/26 3 3.82 是 

2018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二期） 18 湖北 04 21.75 2018/6/19 5 3.94 是 

2018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三期） 18 湖北 08 18.00 2018/9/3 5 3.80 是 

2018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四期） 18 湖北 09 113.87 2018/9/3 7 3.98 否 

2018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五期） 18 湖北 10 97.99 2018/9/3 10 4.01 否 

2018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六期） 18 湖北 11 82.16 2018/9/19 3 3.79 是 

2018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七期） 18 湖北 12 298.51 2018/9/19 5 3.90 是 

2018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八期） 18 湖北 13 1.09 2018/9/19 7 4.06 否 

2018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九期） 18 湖北 14 5.55 2018/9/19 10 4.05 否 

2018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十期） 18 湖北 15 4.50 2018/10/8 10 4.07 否 

2018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十一期） 18 湖北 16 5.00 2018/10/8 10 4.07 否 

2018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十二期） 18 湖北 17 15.33 2018/10/8 10 4.07 否 

-- 2018 年合计 693.45 -- -- -- -- 

-- 合计 1918.45 -- -- -- -- 

资料来源：Wind，新世纪评级整理，截至 2023 年 11 月 30 日 

注：表格合计数与单项加总数据略有差额系尾数四舍五入所致 

湖北省政府信用质量分析 

（一）湖北省经济实力 

湖北省是我国中部重要的工业基地，产业及经济基础较好。2022 年，湖北省区域经济实现

韧性增长，不过发展速度较上年高位回落。2022 年湖北省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投资及

外贸维持较快增长，消费市场重回低迷。2023 年前三季度，湖北省经济增速持续回升。 

湖北省位于我国中部，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2022 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环境

及超预期因素冲击，湖北省大力推动中央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 19 条接续政策措施落地，区域

经济实现韧性增长，不过发展速度较上年高位回落。全年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53734.92 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 4.3%，同比下降 8.6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3 个百分点，经济总

量位次保持在全国第 7 位。当年全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 92059 元，居全国第 9、中部第 1，

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3.4%。2023 年以来，湖北省经济增速持续回升，前三季度实现

地区生产总值 40237.97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6.0%，高于全国 0.8 个百分点，与后

位福建省的差距得以拉大。 

图表 2.  2020-2022 年及 2023 年前三季度湖北省主要经济指标及其增速情况（单位：亿元，%） 

项目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前三季度 

金额 增速 金额 增速 金额 增速 金额 增速 

地区生产总值 43443.46  -5.0  50012.94  12.9  53734.92  4.3  40237.97  6.0  

第一产业增加值 4131.91  0.0  4661.67  11.1  4986.72  3.8  3540.58  4.2  

第二产业增加值 17023.90  -7.4  18952.90  13.6  21240.61  6.6  16280.15  4.7  

第三产业增加值 22287.65  -3.8  26398.37  12.6  27507.59  2.7  20417.24  7.3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万元） 7.44  -4.0 8.64  13.8 9.21  3.4 --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7984.87  -20.8  21561.37  19.9  22164.80  2.8  16378.56  8.5  

固定资产投资 -- -18.8  -- 20.4  -- 15.0  --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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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前三季度 

金额 增速 金额 增速 金额 增速 金额 增速 

进出口总额 4294.10  8.8  5374.40  24.8  6170.80  14.9  4575.10  -1.5  

注 1：根据湖北省统计年鉴、湖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计算 

注 2：2020 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速为湖北省 2022 年统计年鉴数 

从产业结构上来看，受外部环境影响，2022 年湖北省三产增速相对较缓，工业加快提升，

不过仍维持第三产业为主结构。当年，全省第一产业增加值 4986.72 亿元，增长 3.8%；第二产

业增加值 21240.61 亿元，增长 6.6%；第三产业增加值 27507.59 亿元，增长 2.7%。三次产业结

构由 2021 年的 9.3:37.9:52.8 调整为 9.3:39.5:51.2。2023 年前三季度，湖北省三产结构较为稳定，

三产加快恢复，当期实现第一产业增加值 3540.58 亿元，增长 4.2%；第二产业增加值 16280.15

亿元，增长 4.7%；第三产业增加值 20417.24 亿元，增长 7.3%；三次产业结构为 8.8:40.5:50.7。 

凭借科教资源及产业基础，湖北省已形成较为齐全及地方特色的产业体系，涵盖汽车、冶

金、食品、电力、化工、纺织、电子及医药等。2022 年，湖北省工业承压前行，规上企业效益

下滑。全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较上年同期下降 7.8 个百分点，仍稳居全

国工业大省前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3.4 个百分点。由于能源物流及用工成本持续高企，企业

成本负担加重、盈利空间缩小。2022 年，全省规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 3139.64 亿元，增速为-2.4%，

低于营收增速（8.4%）10.8 个百分点；亏损面 14.47%，大于上年 2.23 个百分点。具体来看，

重点行业增长低迷或势头放缓。汽车行业受宏观经济扰动、芯片短缺等因素影响，全年规上行

业增加值增长 1.5%，同比回落 7.2 个百分点，占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的 11.6%；汽车整车产量

189.6 万辆，同比下降 4.6%。化工行业在能源高价、地产及纺织服装等终端需求下降的情况下

景气度渐弱，2022 年增速转负，为-0.1%，占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的 8.2%。电力、烟草、农副

食品加工业弱势运行，增加值全年累计分别增长 4.4%、4.2%、3.5%，均明显低于整体工业增

速。钢铁市场随着落后产能淘汰、铁矿石等原材料价格上涨，增速相对稳定，当年增加值增长

5.7%。纺织业主要在连续两年负增长后实现恢复回升，全年增加值增长 7.1%。武汉“光谷”的

电子信息产业集聚效应体现，光电子产业在国内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以手机、集成电路圆片、

光电子器件为主的电子设备制造业维持两位数的高速发展，2022 年增加值增速为 26.2%。 

湖北省新兴产业加力提速、动能强劲。2022 年，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1.7%，

快于规上工业增速 14.7 个百分点；占规上工业比重达 12.1%，较上年提高 1.2 个百分点。其中，

计算机通信、专用设备、医药制造业分别增长 26.2%、11.1%、19.2%；显示器、电子元件、光

缆产品产量分别增长 35.8%、14.3%、10.3%。在现有产业基础以及国家战略需求下，湖北将突

破性发展光电子信息、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生命健康、高端装备制造、北斗等 5 大优势产

业，“51020”为湖北现代化产业集群的“骨架”：打造新一代信息技术、汽车制造等 5 个万亿

级支柱产业，巩固提升高端装备、先进材料等 10 个 5000 亿级优势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与智

能网联汽车、北斗及其应用等 20 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 

服务业方面，2022 年，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湖北省服务业发展有所放缓。交通运输仓储

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均低速运行，增加值分别增长 0.1%、1.7%、0.9%；

金融业运行稳定，信贷投放继续量增面扩，2022 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11049 亿元，同比多增

1211 亿元；全省金融机构全年净新增贷款 7024 亿元，各项贷款余额 7.41 万亿元，增长 10.5%，

金融业 2022 年增加值增长 5.6%，增长幅度最高。房地产业增加值下降 2.7%。湖北省规模以上

服务业企业效益有所下滑，全年全省企业营业收入 9232.73 亿元，增长 8.5%；营业利润 653.51

亿元，增长-13.4%。 

从三大需求看，湖北省经济增长仍主要依靠投资拉动，2022 年投资保持快速增长，消费市

场重回低迷，外贸高位回落，但仍维持两位数增速。2023 年前三季度，湖北省居民消费有所回

暖，投资明显放缓，外贸表现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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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看，主要得益于基础设施和工业领域增势良好，湖北省 2022 年固定资产投资（不

含农户）高位起步，全年增长 15.0%，居全国第 2 位。基础设施投资补短板力度加大，当年增

长 15.9%。其中，铁路运输业投资增长 34.4%，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增长 27.0%。

工业投资效应有效释放，全年工业投资增长 24.2%，快于全部投资 9.2 个百分点，占全部投资

比重 37.7%，比上年提高 2.8 个百分点。2023 年前三季度，全省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

比增长 5.5%，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8.3%，制造业投资增长 5.3%。 

2022 年由于居民消费意愿降低、支出疲软，削弱了消费增长动力，湖北省消费市场重回低

迷。全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22164.80 亿元，比上年增长 2.8%。从行业看，批发业、

零售业、住宿业、餐饮业全口径销售额（营业额）分别增长 10.4%、4.0%、5.3%、4.8%。基本

生活类商品销售较快增长，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类、饮料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 17.7%、

22.0%。出行类商品销售稳定增长，限上汽车类、石油及制品类零售额分别增长 8.3%、16.4%。

2023 年以来，湖北省内需潜力有效释放，消费得以提振，前三季度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6378.56 亿元，同比增长 8.5%。限额以上批发业、零售业、住宿业、餐饮业四大行业销售额（营

业额）分别增长 13.3%、8.5%、17.6%、14.5%。 

对外贸易方面，湖北省外贸增速高位回落，主要在出口大幅增长拉动下仍维持两位数增速。

2022 年，全省进出口总额 6170.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4.9%，较上年下降 9.9 个百分点。其中，

出口 4209.3 亿元，增长 20.0%；进口 1961.5 亿元，增长 5.4%。进出口商品结构改善升级。2022

年，湖北省机电产品进出口 3033.4 亿元，增长 2.3%，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 49.2%。新材料、新

能源、高技术装备合计出口 187.7 亿元，增长 59.2%，占全省出口总值的 4.5%，占比较上年同

期提升 1.1 个百分点。湖北对前两大贸易伙伴东盟、欧盟进出口同比增长 32.1%、8.8%。同期，

对“一带一路”沿线市场进出口值同比增长 33.7%，对 RCEP 贸易伙伴进出口值增长 17.8%。

2023 年以来外需持续走弱，前三季度湖北省进出口总额 4575.1 亿元，同比下降 1.5%。其中，

出口 3082.3 亿元，下降 2.1%；进口 1492.8 亿元，下降 0.4%。 

（二）湖北省财政实力 

2022 年，受经济承压及留抵退税影响，湖北省税收小幅缩减，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主要凭借

非税收入增长实现同比基本持平，但财政自给率有所回落。湖北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因土地

市场景气度持续走低而大幅减收。2023 年前三季度，湖北省经济运行持续向好，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恢复增长，自给能力仍较弱。 

2022 年，受房地产市场低迷等因素影响，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下降较多，湖北省财政

收入1为 10783.20 亿元，较上年下降 3.59%。同年，湖北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为 2870.84 亿元，

已低于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金额，对财政收入合计的贡献率降至 26.62%，同比下降 8.36 个

百分点，同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财政收入合计的比重小幅提升至 30.43%。 

图表 3.  2020-2022 年湖北省财政收入情况（单位：亿元） 

指标 2020年（末） 2021年（末） 2022年（末）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511.54 3283.32 3281.13 

其中：税收收入 1923.45 2559.68 2411.64 

一般公共预算上级补助收入 4912.08 3843.83 4452.40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3229.28 3912.90 2870.84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收入 2907.85 3444.64 2452.75 

政府性基金预算上级补助收入 507.94 59.26 58.33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41.96 85.58 120.50 

                                                        
1 财政收入合计=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一般公共预算上级补助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上级补

助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7 

新世纪评级 
Brilliance Ratings 

指标 2020年（末） 2021年（末） 2022年（末） 

合计 11202.80 11184.89 10783.20 

数据来源：湖北省财政决算表，新世纪评级整理 

注：2020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上级补助收入中将抗疫特别国债转移支付收入统计入内 

2022 年，受经济承压和留抵退税因素影响，湖北省税收收入有所下降，不过得益于非税收

入增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基本持平。全年全省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281.13 亿元，同

比微降 0.07%，剔除留抵退税因素影响，可比增长 8.5%。从收入构成来看，湖北省地方税收收

入 2411.64 亿元，下降 5.78%，剔除留抵退税因素影响可比增长 5.4%；税收比率2为 73.50%，

较上年降低 4.46 个百分点，收入质量仍较高。湖北省非税收入得益于进一步盘活国有资源资产，

保持较快增长，当年非税收入为 869.50 亿元，同比增长 20.16%，主要由专项收入和国有资源

（资产）有偿使用收入构成，合计占比达 60.48%，亦是当年非税主要增量来源。湖北省政府性

基金收入主要来源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受房地产及土地市场景气度影响较大。2022 年，

由于省内土地市场景气度持续走低，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下降较多，湖北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

入大幅减收。全年全省实现收入 2870.84 亿元，同比下降 26.63%，增速较上年下降 47.80 个百

分点，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为 2452.75 亿元，同比下降 28.80%。湖北省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收入规模较小，2022 年为 120.50 亿元，主要以国有企业上缴利润收入和产权转让收入为

主，上述两项收入合计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68.07%。 

财政支出方面，2022 年，湖北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恢复增长。全年全省实现支出 8623.87

亿元，同比增长 8.70%。同期，湖北省财政自给率3有所回落，2022 年较上年降低 3.34 个百分

点至 38.05%，处于较低水平。从具体支出科目看，当年全省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社会保障和

就业、医疗卫生及公共安全等刚性支出合计 4884.63 亿元，增长 6.27%，在持续增进民生、社

会服务需求下单项均有不同幅度增长，合计占支出总额的 56.64%。同年湖北省政府性基金支出

完成 4600.35 亿元，较上年微降 0.85%。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自给率4为 62.40%，较上年大幅回

落 21.93 个百分点。2022 年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为 72.60 亿元，主要为国有企业资本金

注入和其他支出。 

2023 年前三季度，湖北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2803 亿元，同比增长 8.3%；全省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6595 亿元，同比增长 6.4%。当期，湖北省财政自给率为 42.50%，较上年

有所升高，仍处于较低程度。 

从湖北省省本级财政收入看，2022 年，湖北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75.46 亿元，

较上年增长 10.78%；省本级税收收入为 8.98 亿元，包括增值税-4.96 亿元（省级代市县垫付增

值税留抵退税资金）、企业所得税 13.80 亿元。同时矿业权出让收益以及耕地开垦费增加，国有

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带动非税收入较上年增长 19.00%至 166.48 亿元，但可持续性欠佳。同

年，湖北省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 1446.83 亿元，同比增长 19.37%，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

支出 602.79 亿元、教育支出 182.72 亿元，合计占到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54.29%。湖北省

省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为 152.27 亿元，下降 6.82%，主要系车辆通行费收入减少所致；省本级

政府性基金支出为 187.46 亿元，主要用于公路还贷及专项债务安排的支出等，同比下降 5.42%。 

（三）湖北省政府债务状况 

跟踪期内，湖北省地方债券保持较大发行规模，政府债务规模继续增长，但仍控制在限额

之内，同时湖北省政府不断加强政府债务管理，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跟踪期内，湖北省继续大力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政府债务增长较快。2022 年，湖北省发行

                                                        
2 税收比率=税收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 
3 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00%。 
4 政府性基金预算自给率=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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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债券 2945.41 亿元，新发行的债券类型大部分为新增债券，全年发行新增债券 2238.20

亿元，较上年继续扩容，主要投向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新能源领域、

社会事业和农林水利等，为全省重大项目建设提供资金保障；再融资债券 707.21 亿元，用于偿

还到期政府债券本金。2022 年末，湖北省政府债务余额为 13900.11 亿元，较 2021 年末增长

16.49%，较财政部规定的债务限额（14525.29 亿元）低 625.18 亿元。同年末，一般债务和专项

债务余额分别为 5359.19 亿元和 8540.92 亿元，分别较上年末增长 5.77%和 24.40%，占政府债

务的比重分别为 38.56%和 61.44%，随着项目收益类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增加，专项债务占

比进一步提高。 

从政府层级看，湖北省政府债务主要集中在市本级（含市辖区）。截至 2022 年末，湖北省

本级、市本级、县（市、区）债务余额分别为 559 亿元、5893 亿元和 7448 亿元，分别占全省

债务余额的 4%、42%和 54%。 

湖北省地方政府债务以中长期为主，期限结构相对合理。2023-2025 年湖北省政府债务到

期金额分别为 1433 亿元、1171 亿元和 1233 亿元，未来三年到期债务本金合计占比 28%。 

跟踪期内，湖北省继续执行《关于印发湖北省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鄂

政办函〔2017〕45 号）、《省人民政府关于规范政府举债融资行为防范和化解债务风险的实施

意见》（鄂政发〔2017〕38 号）等文件，规范政府举债融资行为、防范和化解债务风险的认识。

2022 年以来，为规范政府债券公开发行与兑付管理，陆续印发了《关于印发<湖北省政府债券

公开发行承销团考评办法>的通知》（鄂财债发〔2022〕39 号）、《关于印发<湖北省政府债券公

开发行承销团管理办法>的通知》（鄂财债规〔2022〕4 号）、《关于印发<湖北省政府投资引导基

金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鄂引导基金委〔2023〕1 号）。 

总体来看，跟踪期内，湖北省政府债务管理工作有序，全省政府债务风险可控。 

（四）湖北省政府治理状况 

跟踪期内，湖北省持续加快法治政府建设，不断深化政务公开，着力加强制度建设，提高

行政效能与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湖北省立足地区实际，制定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政府

战略管理能力较强。 

跟踪期内，湖北省切实加强自身建设，加快法治政府建设，促进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

理精准化以及公共服务高效化，提升政府运行效率与服务能力。湖北省继续执行《湖北省法治

社会建设实施方案（2021—2025 年）》。2022 年，湖北省政府印发《关于健全完善省直单位（部

门）法治建设工作机制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提升省直单位（部门）法治建设制度化、规范化

水平；在全国率先建立法治建设领域突出问题线索征集平台，武汉等 6 个地区（项目）荣获第

二批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地区（项目）命名，以点带面提升法治政府建设整体水平；对 212

部地方性法规、232 部省政府规章进行全面集中清理，修改、废止与行政处罚法不一致、与经

济社会发展不适应的地方性法规、省政府规章 29 部，确保国家法律有效实施；优化政府机构

职能，向 79 个县（市、区）下放省、市两级 126 项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持续推进“高效办成

一件事”，集中整治营商环境突出问题 204 项，“一事联办”高频事项达到 41 项、数量全国第 2，

“一网通办”主题事项达到 2149 项，“一窗通办”实现全域覆盖，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进入全

国“非常高”行列；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实现 100 项高频事项“免证办”、高频证照“免提

交”，为群众企业提供“免证明”服务 75 万余次；开展涉企违规收费专项整治行动，清退 7804

万元；开展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政策措施清理“回头看”，清理政策措施 11359 件。 

跟踪期内，湖北省加大政务公开工作实施力度，进一步完善公开制度，及时披露政府信息。

湖北省高度重视政务公开工作，印发《2022 年湖北省政务公开工作要点》，对政务公开年度重

点工作作出安排部署，进行督促指导。根据《湖北省 2022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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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省着力加强制度建设，14 个市州、39 家省政府部门编制发布了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基本目录，

41 家省政府部门建立了较完善的保密审查、审核发布、政策咨询、依申请公开办理答复和政策

解读工作规范；建立省政府规章库动态更新机制，及时动态更新省政府规章，开展现行有效行

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30 家省政府部门发布了 2022 年度清理结果。2022 年，湖北省共制发

政府规章 16 件，废止政府规章 16 件，现行有效 355 件；制发行政规范性文件 3001 件，废止

或宣布失效 2127 件，现行有效 18563 件；共办理行政许可 20902687 件，行政处罚 8532599 件，

行政强制 368200 件。全省本年度新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16281 件，办理上年度结转 275 件，

办结 16180 件，结转下年办理 376 件。 

湖北省政府积极制定并稳步实施各项发展规划，为湖北省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加

快建成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在现有产业基础以及国家战略需求下，湖北将突破

性发展光电子信息、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生命健康、高端装备制造、北斗等 5 大优势产业，

“51020”为湖北现代化产业集群的“骨架”：打造新一代信息技术、汽车制造等 5 个万亿级支

柱产业，巩固提升高端装备、先进材料等 10 个 5000 亿级优势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与智能网

联汽车、北斗及其应用等 20 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2022 年 6 月 3 日，湖北省印发《贯彻落

实中央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工作清单的通知》，针对中央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

施，湖北省列出了共六个方面 133 项举措，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项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

保持全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努力为全国稳住经济大盘作出湖北贡献。2022 年 8 月 25 日，湖

北省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稳住经济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该措施从金融支持实体

经济、支持服务业恢复发展、促进大宗消费、缓缴和整治收费等 4 大方面、18 条具体措施发力，

旨在全力打好经济发展攻坚战，促进全省经济稳定增长。2022 年 12 月 31 日，湖北省印发《关

于更好服务市场主体推动经济稳健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和省第十二次党代会部署，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抢抓经济恢复重要窗口期，更好

服务市场主体，打通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存在的堵点痛点难点，推动全省经济稳健发

展。2023 年 4 月 3 日，湖北省印发《关于更好服务市场主体推动经济稳健发展接续政策的通知》，

分为稳增长、服务市场主体两方面，包括精准扩大有效投资、加快消费恢复提振、推动外贸扩

容提质、加大援企稳岗力度、持续深化降本减负、加强要素功能保障等 6 部分，共计 30 条措

施。 

在区域发展方面，根据《湖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

目标纲要》，湖北省着力构建“一主引领，两翼驱动，全域协同”的区域发展新布局，发挥武

汉龙头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在中部地区的城市首位度，加快武汉与黄石、鄂州、孝感、黄岗、

咸宁、仙桃、潜江、天门八个城市共同组成城市群协同发展。《武汉都市圈发展三年行动方案

（2023—2025 年）》于 2023 年 2 月出台，明确武鄂黄黄打造武汉都市圈核心区、孝感打造武汉

都市圈重要节点城市、咸宁打造武汉都市圈自然生态公园城市，仙桃、天门、潜江建设四化同

步发展示范区。“两翼驱动”中的两翼则指的是 “襄十随神”、“宜荆荆恩”南北两个城市群，

分别针对汉江生态经济带与长江经济带，《襄阳都市圈发展规划》于 2023 年 3 月正式发布。 

（五）外部支持 

湖北省作为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凭借其经济产业基础以及交通区位优势，对中部经济发

展的贡献较为突出，在中部崛起及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国家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2021 年 4 月

2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到支持湖北

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民生改善需求。具体包括支持建设中国（武汉）光谷产业集群发展，促进

湖北化工建材等传统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发展，推进湖北荆州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建设，加快武汉信息光电子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宜昌国家物流枢纽建设，支持湖北

加强生态保护、推动绿色发展，在长江经济带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支持武汉都市圈及武汉国

家中心城市建设，促进襄阳区域重点城市经济发展和人口集聚。2022 年 12 月，《武汉都市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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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规划》获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成为继南京、福州、成都、长株潭、西安、重庆都市圈后，

第 7 个获批的国家级都市圈发展规划。 

债券偿付保障分析 

（一）普通专项债券 

湖北省2016年发行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2017年发行的一-七期、二十三期专项债券和2018

年发行的一-二期、十二期专项债券为普通专项债券，募集资金合计为 1071.78 亿元，其中 411.87

亿元用于置换存量债务，31.58 亿元用于再融资，628.33 亿元用于具有一定收益的项目支出，

已全部使用完毕。截至本评级报告出具日，2016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2017 年湖北省政府

专项债券（二期、三期、五期、六期、二十三期）和 2018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一期、二

期）已到期，尚在存续期的普通专项债券本金余额为 167.33 亿元。上述债券均纳入湖北省政府

性基金预算管理。湖北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受土地市场行情影响有所波动，2022 年全省政府

性基金预算收入为 2870.84 亿元，同比下降 26.63%，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为 2452.75

亿元，同比下降 28.80%；2022 年主要受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下降影响，全省政府性基金

预算自给率下降 21.93 个百分点至 62.40%。  

（二）土地储备专项债券 

2016-2018 年湖北省共发行土地储备专项债券 540.67 亿元，涉及 2017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

券（八-二十一期）、2018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六-七期）共 16 期债券，募集资金用于武汉

市、黄石市、十堰市、荆州市、宜昌市、襄阳市、鄂州市、荆门市、孝感市、黄冈市、咸宁市、

恩施州、随州市、神农架林区、天门市、仙桃市、潜江市等 17 个市州的土地储备项目。上述

债券的偿付资金来源于募投项目对应地块出让获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或国有土地收

益基金收入等，项目相关收益的实现进度受区域土地市场行情的影响较大。截至本评级报告出

具日，2017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八-二十一期）和 2018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六-七期）

均已到期。 

（三）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 

2016-2018 年湖北省共发行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 218.50 亿元，涉及 2018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

债券（四-五期）、2018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八-九期）共 4 期债券，募集资金用于武汉市、

十堰市、荆州市、宜昌市、襄阳市、荆门市、孝感市、黄冈市、咸宁市、恩施州等 10 个市州

的棚户区改造项目。上述债券的偿付资金来源于募投项目对应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以及其他专项收入等，项目相关预期收益的实现进度受区域土地市场行情的影响较大。截至本

评级报告出具日，上述债券均在存续期内。 

跟踪期内，由于房地产市场仍处深度调整期、房企拿地意愿不足，湖北省土地市场表现低

迷。根据中指数据，2022 年湖北省实现土地出让面积 15701.54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8.15%，其

中工业用地出让面积 11081.96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23.65%，但住宅和综合用地出让量均有所

减少；土地出让结构调整使得土地出让总价下滑，全年实现土地出让总价 2030.65 亿元，同比

下降 33.00%。2023 年以来，房地产市场行情继续走低，土地出让量进一步下行。2023 年前三

季度，全省土地成交量为 6751.89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35.30%，仍主要以工业用地为主，住宅

和综合用地出让量持续减少；当期土地出让均价同比下降 7.89%至 985.44 元/平方米，土地出让

总价下降 40.41%至 665.3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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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  近年来湖北省土地市场交易情况 

 指标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前三季度 

土地出让总面积（万平方米） 14244.11 14518.73  15701.54  6751.89 

   其中：住宅用地出让面积（万平方米） 3848.94 2456.07  2166.04  588.61  

      综合用地出让面积（万平方米） 1648.81 1064.53  589.92  147.72  

      商业/办公用地出让面积（万平方米） 1709.61 1653.68  1536.82  549.64  

工业用地出让面积（万平方米） 6346.26 8962.61  11081.96  5207.93  

         其他用地出让面积（万平方米） 690.49 381.84  326.80  258.00  

土地出让总价（亿元） 3459.32  3030.78  2030.65  665.36 

  其中：住宅用地出让总价（亿元） 1353.42  1081.32  977.83  263.36  

       综合用地出让总价（亿元） 1613.59  1434.81  527.63  179.95  

       商业/办公用地出让总价（亿元） 311.02  294.36  261.59  85.36  

       工业用地出让总价（亿元） 143.83  199.41  245.99  119.94  

           其他用地出让总价（亿元） 37.45  20.89  17.60  16.75  

土地出让均价（元/平方米） 2428.60  2087.50  1293.28  985.44 

其中：住宅用地出让单价（元/平方米） 3516.35  4402.63  4514.39  4474.35  

       综合用地出让单价（元/平方米） 9786.43  13478.37  8944.18  12182.19  

       商业/办公用地出让单价（元/平方米） 1819.22  1780.03  1702.12  1553.02  

       工业用地出让单价（元/平方米） 226.64  222.49  221.98  230.29  

           其他用地出让单价（万元/平方米） 542.44  547.05  538.51  649.11  

资料来源：中指数据库（截至 2023 年 12 月 13 日） 

根据湖北省财政厅提供的资料，受项目投资进度及项目调整等影响，截至 2023 年 6 月末，

上述债券的募投项目总投资合计 2276.84 亿元，已累计投资 1394.09 亿元，其中募集资金已全

部使用完毕，已累计实现项目收入 490.81 亿元。 

图表 5.  截至 2023 年 6 月末本次跟踪棚改专项债券基本情况（单位：亿元） 

债券名称 
募投项目总

投资 
发行规模 

募投项目已

投资 

已使用募集

资金 

募投项目实

现收入 

2018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四期） 829.57 113.87 596.82 113.88 316.05 

2018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五期） 1391.32 97.99 756.22 98.00 154.11 

2018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八期） 4.41 1.09 4.41 1.09 15.99 

2018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九期） 51.54 5.55 36.63 5.55 4.66 

合计 2276.84 218.50 1394.09 218.50 490.81 

资料来源：湖北省财政厅，新世纪评级整理 

注：表格合计数与单项加总数据略有差额系尾数四舍五入所致 

（四）其他项目收益专项债券 

（1）2017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二十二期） 

2017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二十二期）系收费公路专项债券，发行总额为 60.00 亿元，

期限为 10 年，募集资金原拟用于麻安高速麻城东段、呼和浩特至北海高速公路宜都（全福河）

至鄂湘界段、张家界至南充高速公路湖北省来凤至咸丰段、安来高速鄂渝省界至建始段、武汉

绕城高速公路中洲至北湖段改扩建工程、京港澳高速公路湖北境鄂豫界至军山段改扩建工程 6

条政府收费公路建设。根据湖北省财政厅提供资料，2019 年，报经湖北省委省政府同意，湖北

省财政厅收回未使用的本期收费公路专项债券资金 60.00 亿元，由湖北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退回金库；经湖北省人大常会审议通过，安排省本级使用 28 亿元，转贷市县使用 32 亿元，

其中省本级资金用途主要涉及省属高校基础设施建设、省文化旅游投资集团生态保护项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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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省直公立医院基础设施建设等；转贷市县资金用途主要涉及武汉市、黄石市、宜昌市和仙

桃市的棚户区改造项目。上述项目概算总投资合计 462.83 亿元，预计总收入 887.46 亿元，截

至 2023 年 6 月末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已实现收入 230.91 亿元。 

（2）2018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三期） 

2018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三期）系轨道交通专项债券，发行总额为 18.00 亿元，期限

为 5 年，募集资金专项用于武汉市轨道交通 11 号线东段二期工程项目，债券偿债资金来源于

轨道交通 11 号线东段二期项目产生的票务及站内资源开发收入等地铁运营收入，以及地铁上

盖的物业开发收入等，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截至本评级报告出具日，2018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

债券（三期）已到期。 

（3）2018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十期） 

湖北省发行的 2018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十期）系收费公路专项债券，共募集资金 4.50

亿元，期限为 10 年，募集资金专项用于 347 国道荆门东桥至子陵段改扩建工程（钟祥段）项

目和 G346 大悟县河口至城关段改扩建工程项目建设；项目对应并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的

车辆通行费收入专门用于偿还债券本息。 

跟踪期内，湖北省公路货物运输量与周转量均呈现下滑态势。2022 年，全省公路运输完成

货运量 14.50 亿吨，同比下降 10.1%，货物周转量 2058.76 亿吨公里，同比下降 6.3%。同期民

众出行意愿仍较弱，湖北省旅客运输量仍有小幅下滑。2022 年，全省公路运输完成旅客运量

1.74 亿人，同比下降 17.5%，旅客周转量 96.24 亿人公里，同比下降 25.2%。 

作为本批债券募投项目的 2 条政府收费公路预计总投资 25.21 亿元，里程合计为 114.20 公

里，截至 2023 年 6 月末已累计投资 23.98 亿元，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详见图表 5）。其中，

347 国道荆门东桥至子陵段改扩建工程（钟祥段）已于 2021 年 9 月完工通车，而收费站实际于

2022 年 9 月完成建设，目前正办理收费手续，尚无收入实现。G346 大悟县河口至城关段改扩

建工程项目全长 54.88 公里，目前一期河口至孝感北站段 39.05 公里已完成通车，二期孝感北

站至白庙站 15.83 公里已于 2022 年 1 月完成施工招标，目前正在进行路基及构造物施工，预计

2024 年完工通车，由于尚未全线通车，目前暂未开始收费，尚无收入实现。 

图表 6.  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单位：亿元、公里） 

项目名称 总投资 里程 
开工 

时间 

通车时间 

（预计） 

2023 年 6 月末

已投资金额 

2023 年 6 月末已

使用募集资金 

347 国道荆门东桥至子陵段改扩

建工程（钟祥段） 
12.27 59.32 2016 年 已通车 12.51 3.50 

G346 大悟县河口至城关段改扩

建工程项目 
12.94 54.88 2014 年 2024 年 11.47 1.00 

合计 25.21 114.20 -- -- 23.98 4.50 

资料来源：湖北省财政厅，新世纪评级整理 

（4）2018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十一期） 

湖北省发行的 2018 年湖北省政府专项债券（十一期）系公共停车场项目专项债券，共募

集资金 5.00 亿元，期限为 10 年，募集资金专项用于武汉市公共停车场项目；偿债资金来源于

武汉市公共停车场项目产生的停车费收入、配套商业收入和充电桩收入，债券债务收入、安排

的支出、还本、付息等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根据湖北省财政厅提供资料，将本期收费公

路专项债券资金 1.50 亿元调整至竹溪县保健院整体迁建项目、黄梅县城区备用水源工程、随县

妇幼保健院建设项目、随县人民医院二期建设项目、随县中医医院门诊综合大楼建设项目、利

川市都亭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西城区综合业务楼等 6 个项目，将本期收费公路专项债

券资金 1.25 亿元调入武九铁路北环线搬迁青山段棚户区改造项目，剩余 2.25 亿元募集资金仍

用于武汉市公共停车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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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武汉市人口的增长和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近年来武汉市机动车保有量呈快速增长态

势，给武汉市交通带来较大压力。截至 2023 年 5 月，武汉市机动车保有量已达到 446.30 万辆，

排名全国第八。随着武汉市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交通机动化趋势仍将持续，未来私

人小客车增长的潜力依然较大，有限的交通设施供给与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之间的矛盾将长期

存在。 

武汉市公共停车场项目估算总投资 32.69 亿元，其中 23.53%为项目资本金（7.69 亿元），

资金来源为武汉市财政城建资金；剩余资金拟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筹集，项目实施主体为武汉城

投停车场投资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停车场项目推进较慢，截至 2023 年 6 月末已累计投资 2.25

亿元，其中已使用募集资金 1.76 亿元。目前前期开工的梅隐寺公共停车场、沙湖港北路公共停

车场、中北路供水转压站升级改造综合利用（复合建设停车场）等三个项目已工程完工，正在

进行决算工作；金银潭项目正在前期工作中，规划批复通过后即可进行下一步建设工作。根据

湖北省财政厅提供资料，将本期收费公路专项债券资金 1.50 亿元调入的竹溪县保健院整体迁建

项目等 6 个项目估算总投资 5.98 亿元，偿债资金来源于项目经营收入，截至 2023 年 6 月末，

上述项目已投资 5.70 亿元，其中使用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1.50 亿元，已累计实现经营收入 4.37

亿元；将本期收费公路专项债券资金 1.25 亿元调入的武九铁路北环线搬迁青山段棚户区改造项

目估算总投资 20.82 亿元，偿债资金来源于土地出让收入，截至 2023 年 6 月末，该项目已投资

20.55 亿元，其中使用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1.25 亿元，已累计实现经营收入 0.72 亿元。 

结论 

湖北省是我国中部重要的工业基地，产业及经济基础较好。2022 年，湖北省区域经济实现

韧性增长，不过发展速度较上年高位回落。2022 年湖北省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投资及

外贸维持较快增长，消费市场重回低迷。2023 年前三季度，湖北省经济增速持续回升。 

2022 年，受经济承压及留抵退税影响，湖北省税收小幅缩减，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主要凭借

非税收入增长实现同比基本持平，但财政自给率有所回落。湖北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因土地

市场景气度持续走低而大幅减收。2023 年前三季度，湖北省经济运行持续向好，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恢复增长，自给能力仍较弱。 

跟踪期内，湖北省地方债券保持较大发行规模，政府债务规模继续增长，但仍控制在限额

之内，同时湖北省政府不断加强政府债务管理，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跟踪期内，湖北省持续加快法治政府建设，不断深化政务公开，着力加强制度建设，提高

行政效能与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湖北省立足地区实际，制定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政府

战略。 

本次跟踪所涉债券偿付资金安排纳入湖北省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偿债保障程度高；其中

本次跟踪所涉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偿债资金来源于对应项目相关收入，需持

续关注项目收益实现情况及收益不及预期所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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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评级模型分析表及结果 

                                     评级要素 风险程度 

个体信用 

经济和财政实力 2  

债务风险 2  

初始信用级别 aa+ 

调整因素 

政府治理水平 不调整 

地区金融环境 不调整 

其他因素 不调整 

个体信用级别 aa+ 

外部支持 支持因素调整 +1 

                                        信用等级 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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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评级结果释义 

根据财政部《关于做好 2015 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通知》，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等级符号及含义如下： 

等  级 含  义 

AAA 级 
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收支状况、对应项目建设运营状况极好，偿还债务的能力极强，基本

不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违约风险极低。 

AA 级 
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收支状况、对应项目建设运营状况很好，偿还债务的能力很强，受不

利经济环境的影响不大，违约风险很低。 

A 级 
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收支状况、对应项目建设运营状况较好，偿还债务能力较强，较易受

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违约风险较低。 

BBB 级 
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收支状况、对应项目建设运营状况一般，偿还债务能力一般，受不利

经济环境影响较大，违约风险一般。 

BB 级 
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收支状况、对应项目建设运营状况较差，偿还债务能力较弱，受不利

经济环境影响很大，违约风险较高。 

B 级 
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收支状况、对应项目建设运营状况很差，偿还债务的能力较大地依赖

于良好的经济环境，违约风险很高。 

CCC 级 
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收支状况、对应项目建设运营状况极差，偿还债务的能力极度依赖于

良好的经济环境，违约风险极高。 

CC 级 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收支状况、对应项目建设运营状况极差，基本不能偿还债务。 

C 级 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收支状况、对应项目建设运营状况极差，不能偿还债务。 

注：AAA 级可用“-”符号进行微调，表示信用等级略低于本等级；AA 级至 B 级可用“+”或“-”符号进行微调，表示

信用等级略高于或低于本等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