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备受关注的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提上日程。5月
17日，2024年超长期特别国债（一期）启动招标，期限
为30年，招标总额为400亿元。

今年1万亿元的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如何安排？
有何影响？记者采访了专家和业内人士。

今年如何发行？安排有何用意？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从今年开始拟连续几年发行

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
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今年先发行1万亿元。

超长期特别国债具体怎么发行？缘何这样安排？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通知，今年拟发行的超长期特

别国债期限分别为20年、30年和50年，发行期数分别
为7期、12期、3期，总共22期，付息方式均为按半年
付息。

“这次国债期限设计科学，考虑到了超长期特别国
债对应建设项目的实施周期，切实保障‘两重’项目长
期资金需求，同时也结合了债券市场需求。”中央国债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总监敖一帆说。

“其中，20年期国债为今年首次发行，有利于构筑
更加完善的国债收益率曲线，发挥定价基准功能，完善
利率传导机制，提升债券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中
国工商银行总行金融市场部总经理王海璐说。

发行时间方面，将从5月中旬持续至11月中旬。
其中，30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最先在5月17日发行，20
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最先在5月24日发行，50年超长期
特别国债最先在6月14日发行。

“可以看到，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安排平稳有
序。”王海璐说，持续约6个月的发行节奏较为缓和，供
给间隔较长，有助于维护债券市场平稳运行。

首期发行情况如何？对市场影响几何？
记者了解到，为确保首期债券顺利发行，各方积极

做好多项准备工作。
作为超长期特别国债的首发场所，中央国债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已着力做好国债发行支持工作，包
括对公司运营维护的财政部政府债券发行系统进行密
切监测、对所涉及的运行系统进行全面检视、进行发行
业务全流程模拟验证等。

“工商银行作为国有大行和国债甲类承销团成员，
将充分发挥自身资金、渠道、人员、专业优势，积极做好
超长期特别国债承销和投资工作。”王海璐说。

在利率水平上，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利率通过国债
承销团成员招投标确定，随行就市。17日最新出炉的
招标结果显示，2024年超长期特别国债（一期）的票面
利率为2.57%。

“市场认购热情高涨。”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
志恒表示，投资者对超长期特别国债有着相对积极的
认购意愿。

当前，市场对于长期限国债配置需求旺盛。在王
海璐看来，作为长期资产，超长期特别国债符合当前市
场需求。本周启动发行后，将对提升债券供给、促进债
券市场供求平衡具有重要意义。

采取何种发行方式？个人可否购买？
记者了解到，今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均为记账式

国债，将采用市场化方式，全部面向记账式国债承销团
成员公开招标发行。

需要提示的是，老百姓日常购买较多的主要是储
蓄式国债，这类国债具有较为稳定的收益特性，比较适
合寻求稳定、长期回报的个人投资者。而超长期特别
国债属于记账式国债，这类国债可以上市交易，流通性
较高，交易价格会根据市场情况波动。

当前，个人能否购买超长期国债，也受到一些公众
关注。

业内人士介绍，从机制上来讲，超长期特别国债与
一般记账式国债相同，个人投资者不能通过发行系统直
接参与招标购买，但理论上可以在交易所市场或商业银
行柜台市场开通账户，购买和交易超长期特别国债。

然而，考虑到超长期特别国债期限较长、收益率波
动等因素，预计商业银行将结合市场风险特性和国债
传统认购人群的风险偏好，统筹安排合适的券种通过
柜台向个人销售。记者向一些银行网点询问个人认购
超长期特别国债的事宜，得到的答复为具体认购时间
还需等待确认。

有专家提示，如果后续商业银行选择了合适的券
种向个人销售，个人投资者也需根据自身情况考虑是
否认购，建议投资者最好具备一定的投资经验和市场
分析能力。

资金如何管好用好？有哪些积极作用？
国债资金筹集之后，后续如何管好用好，尤为关

键。
据了解，下一步，财政部将在做好发行工作的同

时，加强中央和地方资金、存量和增量资金统筹，与超
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形成合力，提高资金整体效能。结
合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实际，研究建立监管机制，加强
对资金分配、下达和使用的全过程监管，确保规范、安
全、高效使用。

关于资金使用方向，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刘苏
社此前介绍，将重点聚焦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升粮食
和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全面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等方面的重点任务。

专家学者普遍认为，今年我国发行超长期特别国
债，既利当前、又惠长远，不仅可以拉动当前投资和消
费，还能打下长期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申铖 来源：新华社）

超长期特别国债来了，如何发行？有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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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作为民营经济大省、制造业大省，如何用新技术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福建省
发改委副主任张文洋在近日福建省实施新时代民营经济
强省战略推进高质量发展系列新闻发布会表示，福建省
将引导民营企业向“新”而行，推进高端化、智能化、绿色
化发展，加速传统制造业向新质生产力蜕变，让更多“老
树”开“新枝”、焕发新活力，推动传统产业优势转化为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走好转型升级这条“产业优”
的必经之路，让“晋江经验”始于晋江、不止于晋江。

据悉，实体经济是福建民营经济最鲜明的特色。福
建拥有41个工业行业大类中的38个，制造业增加值占
比居全国第四，民营经济占比高的电子信息、机械装备、
纺织鞋服等支柱产业规模超万亿元，食品、工艺美术产业
规模分别居全国前五和前三。千亿产业集群达21个，己
内酰胺、不锈钢、汽车玻璃、服装、运动鞋等产量居全国第
一，“一双鞋”“一张纸”“一泡茶”“一件衣服”“一片玻璃”

“一块电池”“一根丝”的传统产业，在服务国民经济发展
和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方面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
色。

同时，福建省传统产业“大而不强”“全而不精”等问
题依然存在，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档次产品份额还
相对较低。

近年来，福建省民营企业在深度转型中持续催生新
质生产力，焕发出勃勃生机。如九牧集团加快智改数转，
实现“数智跃升”，研发了集成100多项发明专利的“有洁
癖又安静”智能马桶等产品，稳坐“中国第一、世界前三”；
恒申集团建成全球唯一完整布局“锦纶6”八道产业链的
产业园区，做好“一根丝”实现新质生产力弯道超车；福耀
玻璃成功研发5G天线玻璃，拥有2229台工业机器人，万
名员工工业机器人拥有量是国内平均水平近两倍。

张文洋介绍，福建省下一步一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
地位。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民营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研
发投入5成，成为创新第一大主体。要发布“揭榜挂帅”
和产学研协同创新攻关项目，推进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
引导民营企业提升研发设计水平，加速产品迭代升级，增
加高端产品供给，推动产业链向高附加值攀升。二要加
快链条协作集群发展。推动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协作互
补。如宁德动力电池集群是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我们

推动其与传统石化行业融合发展，加强上下游协作配套；
如我省4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中有3个是新型
功能材料，推动与现代纺织鞋服产业融合发展，通过“新
材料”让鞋服“更有料”。三要加快智改数转。结合推动
工业领域大规模设备更新，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实施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推动企业

“集群式”转型，建设省级智能制造优秀场景和示范工厂，
培育数字经济成长型、创新型民营企业，推动设备联网和
生产环节数字化链接，打造更多“机器换人”“数字换
脑”。四要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实施完善市场导向的绿
色技术创新体系行动计划，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
色技术推广应用，支持民营企业申报国家绿色低碳先进
技术示范工程，参与产业园区循环化发展，做强做大绿色
制造业，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和供应链，构建绿色低碳循环
经济体系，擦亮福建“生态美”的绿色底色。

张文洋表示，福建省还将实施新一轮优化营商环境
行动方案，加快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推进要素市场化配
置改革试点，不断健全有利于技术、人才、资金、数据等创
新要素向企业流动的政策环境。 （林璐）

民营企业向“新”而行
加速传统制造业向新质生产力蜕变

本报讯 5月16日至19日，第二十六届
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简称“海交会”）在福州
成功举办，本届海交会以“深化两岸融合、建
设第一家园”为主题，紧抓“中国福州国际招
商月”创办30周年、原外经贸部批准设立的
大陆首家台商独资企业成立40周年、福州市
台协会成立30周年等重要节点，围绕“5+3+
N”主要活动安排，共邀请到台湾商业总会、台
湾区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等65家岛内重要
工商团体、1032名台胞，参与台湾地区工商团
体、台胞台企数量创历史新高，海交会已成为
两岸融合发展先行先试重要平台。

本届海交会坚持以台湾同胞福祉为念，
应台胞台企发展需求，为台胞台企投资福建、
福州搭建了推介交流平台，共举办了62场推
介会、恳谈会以及台企产品供需对接分享会
等，50家上市及规上台企在内的326家岛内
台企和大陆台企、244名台商参与相关推介
活动，达成供采两端协议及意向销售合同金
额50.43亿元，其中，与台企达成协议及意向
销售合同金额10.19亿元，助力台湾产业和
企业在福建、福州找到新选择、打造新空间、
融入新市场。

5月 16日，在开幕式上，福州市发布了
《福州打造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首批
政策》（简称“首批10条措施”），首批10条措
施涉及福州与马祖在产业、教育、就业、旅游、
住房、医疗等方面的合作交流，含金量高、含
情量深，马祖乡亲反响热烈，纷纷点赞。在当
日举行的福马磋商会上，围绕产业合作、生态
保护、青年交流、文旅合作、海上客货运航线
发展等方面的12个议题进行深入磋商，并就
完善福马磋商会机制、加快福马“同城生活
圈”建设达成多项共识。

围绕“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创办 30周
年，海交会期间还举办了2024中国福州国际
招商月启动仪式暨“万商云集有福之州”全球
招商大会，共邀请部分世界500强、中国500
强企业和知名机构等近千家企业参会，聚焦

台、侨、外项目，共签约项目77项、总投资达1235亿元，
其中台资项目20项、总投资96亿元，签约项目和投资额
创历史新高。据介绍，福州市将持续弘扬“以侨引侨、以
侨引台、以侨引外”重要招商理念，开展为期一个月的系
列招商活动，谋划生成更多大项目、好项目。

福州市有关负责人表示，福州市将以本届海交会为
契机，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充分发挥福州对台独特优
势和先行示范作用，突出“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
融”，持续深化两岸经贸合作，落实台胞同等待遇，深入实
施“福马同城”等五大工程，推动福州市台协会成为台胞
台企“连心桥”“引路人”，加快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先行城市。 （陆秋明 林小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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