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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 PPP 项目规范政策解读及

对 2018 年基建投资的影响分析

要点

 2017 年 11 月，财政部、国资委先后发文，规范

PPP 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的管理，加强中央企业

PPP 业务风险管控。

 上述文件的意图在于进一步加强监管，清理 PPP

领域的风险分配不合理、明股实债、政府变相兜

底、重建设轻运营、绩效考核不完善、社会资本

融资杠杆倍数过高等行为，将使 PPP“项目库”质

量进一步提高，央企参与 PPP 项目向规范与有序

方向发展。但在 PPP 项目已成为地方政府融资重

要渠道的背景下，也可能使 PPP 项目退库数量增

加，央企尤其是建筑类央企参与 PPP 项目的投资

热情受到抑制，“PPP 基金”发展空间进一步收窄。

 我们认为，2018 年财政政策的重点将会进一步转

向改善收入分配和盘活存量资金，叠加监管政策

对金融领域和 PPP 领域从严规范影响，地方政府

在基建投资上的支持力度可能有所减弱。综合上

述因素，预计 2018 年基建投资增速回落的趋势仍

将延续，可能会低于 15%。

重要声明：本报告中的原始数据来源于官方统计机构和市场研究机构已公开的资料，但不保证所载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

性。本报告不代表研究人员所在机构的观点和意见，不构成对阅读者的任何投资建议。本报告（含标识和宣传语）的版

权为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所有，仅供内部参阅，未经作者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

制、刊登、上网、引用或向其他人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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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 PPP 项目规范政策解读及

对 2018 年基建投资的影响分析

11 月 16 日，财政部下发《关于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综合信息

平台项目库管理的通知》（财办金〔2017〕92 号，以下简称“92 号文”），加强

对 PPP 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的管理。17 日，国资委下发《关于加强中央企业 PPP

业务风险管控的通知》（国资发财管〔2017〕192 号，以下简称“192 号文”），

加强中央企业 PPP 业务风险管控。上述文件的意图在于进一步加强监管，限制

PPP 领域的风险分配不合理、明股实债、政府变相兜底、重建设轻运营、绩效考

核不完善、社会资本融资杠杆倍数过高等行为。在 PPP 项目已成为地方政府融

资重要渠道的背景下，预计上述政策将对 2018 年基建投资增速产生一定影响。

（一）财政部 92 号文：明确 PPP 入库原则和负面清单。根据财政部 PPP 中

心数据，截至 2017 年 9 月末，财政部全国 PPP 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合计 14220

个，累计投资额 17.8 万亿元。而此次 92 号文要求对项目库中存在以下 7种情

况的 PPP 项目集中清理，并要求 2018 年 3 月 31 日前全部清理完成：

（1）不适宜采用 PPP 模式实施。包括不属于公共服务领域，或涉及国家安

全或重大公共利益等。（2）前期准备工作不到位，未按规定履行相关审批手续

的。（3）未按规定开展“两个论证”（物有所值评价或财政承受能力论证）。（4）

不宜继续采用 PPP 模式实施，如入库之日起 1 年内无实质进展的，未进入采购

阶段但所属本级政府当前及以后财力已超过 10%上限的等。（5）不符合规范运作

要求。包括未转型的融资平台作为社会资本方；采用 BT 方式实施；未按时足额

一、近期 PPP 项目监管政策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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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纳项目资本金、以债务性资金充当资本金或由第三方代持社会资本方股份的。

（6）地方政府违法违规举债担保、承诺固定收益、回购本金或兜底损失等；（7）

未按规定进行信息公开。

表 1 清理已入库项目具体要求

同时，为推动 PPP 项目由重建设向重运营转变，92 号文在推动项目建立按

效付费机制方面采取了以下举措：（1）要求政府付费与项目绩效考核结果挂钩，

防止政府对项目各项支出承担无条件的支付义务，使 PPP 异化为拉长版 BT。（2）

要求政府承担的项目建设成本与运营成本均应根据绩效考核结果进行支付，且

建设成本中参与绩效考核的部分占比不得低于 30%。（3）要求政府付费应在项目

合作期内连续、平滑安排，防止为多上项目将财政支出责任过度后移，加剧以

后年度财政支出压力、导致代际失衡，同时也防止将财政支出责任集中前移，

使社会资本快速回收大部分投资从而可以实现早期退出。

（二）国资委 192 号文：加强央企 PPP 风险管控。据统计，截至 2017 年 9

月底，国有独资和控股企业占财政部示范项目签约资本的比例为 58.16%，而民

营企业仅占 34.75%，其中央企及下属企业是 PPP 市场最主要的社会资本。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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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号文要求央企健全 PPP 业务管控体系，妥善开展 PPP 业务。同时，与 10 月

份的《关于加强中央企业 PPP 业务财务风险管控的通知》（征求意见稿）相比，

最终下发的 192 号文部分条款有所调整。具体要点如下：

（1）明确净投资上限：央企对 PPP 项目的净投资不得超过上年度集团合并

净资产的 50%（此前征求意见稿要求建筑类央企不超过 40%，非建筑企业 20%）；

（2）风险控制更加严格：集团统一审批 PPP 业务（征求意见稿为 10 亿元

以上或子公司资产总额 5%以上），资产负债率高于 85%或连续两年亏损的子公司

不得开展 PPP 业务（此前征求意见稿为 90%）；

（3）实施终身责任追究制：明确对 PPP 业务重大决策实施终身责任追究制；

（4）落实项目资本金：央企不得参与付费来源缺乏保障的项目，不得通过

引入“明股实债”类股权资金或购买劣后级份额等方式承担本应由其他地方承

担的风险。在 PPP 项目股权合作中，不得为其他方股权出资提供担保、承诺收

益等。

图 1 财政部示范项目中签约资本结构图（2017 年 9 月）

（一）财政部92号文重在限增量，查存量，严格 PPP 项目入库标准，同近

二、上述监管政策对 PPP 领域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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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降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金融行业去杠杆的趋势保持一致。文件的出台表

明政府对 PPP 项目政策导向的三个转变：一是从单纯关注项目落地数量，向关

注项目规范性转变。二是从重视增量项目，向更加重视存量项目转变。三是从

关注短期效益，向关注中长期效益转变。预计将对 PPP 领域产生以下影响：

首先，PPP“项目库”质量进一步提高，PPP 项目向规范与有序方向发展。

近年来，在中央政策促进和供给侧改革的牵引下，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对投资

PPP 项目热情高涨，我国 PPP 市场在短短4年之内，达到了17.8万亿的规模。但

同时，部分地区也出现了 PPP 泛化滥用的现象，一些地方借 PPP 模式搞变相融

资，不仅影响了国家推行 PPP 政策的效果，也增加了地方债务的风险隐患。此

次92号文规定，对新申请纳入项目管理库的项目进行严格把关，优先支持存量

项目，审慎开展政府付费类项目。目前项目库14220个项目中，政府付费类项目

4990个，占项目总数比例已超过1/3。该类项目中政府财政支出责任较重，其他

项目也容易打着“PPP”名号，包装成政府付费类项目。未来，将严格对政府付

费类项目的审批，防止大批项目包装成政府付费类 PPP 项目，造成基础设施过

度建设，减少未来地方财政债务风险。

第二，从区域来看，中西部省份受影响较大。部分财力雄厚的直辖市及计

划单列市，如上海、深圳、厦门，截至2017年9月底，三地执行当中的 PPP 项目

投资额分别为16亿、16亿、19亿元。这些省市加杠杆的需求不大，对 PPP 项目

标准把握得比较严格，如上海2016年还在大幅削减存量债务，深圳2016年新增

政府债券的额度未用满。与之相反，部分中西部省份则在大力借用 PPP 模式来

推进省内基建项目。如湖南，截至2017年9月底执行中的526个 PPP 项目，整体

投资规模超8000亿元，其中有167个市政工程项目，63个交通运输项目。同期贵

州执行中的435个、投资额总计7742亿元项目中，市政工程、交通运输、城镇综

合开发类项目数量居前。未来，随着92号文对已入库项目分类施策、新入库项

目严格把关以及不合格项目集中清退等规定的落实，中西部省份政府参与 PPP

的热情也将受到限制。

第三，“PPP 基金”发展空间进一步收窄。目前，我国多数 PPP 投资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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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并不具备项目的建设运营能力，为了规避相关风险，多采用“明股实债”

的方式进行投资；2017年财政部“50号文”和“87号文”
1
发布后，以政府或政

府平台公司为回购主体的做法得到了遏制；这些基金逐步将回购主体转向了央

企、上市公司等财力雄厚的社会资本，用股东借款、明股实债的方式为社会资

本方筹集项目资本金。而根据92号文规定，“以债务性资金充当资本金或由第三

方代持社会资本方股份”的项目未来将难以入库，传统债务型基金参与 PPP 项

目的方式严格受限，缺乏项目监管能力的“PPP 基金”发展空间明显收窄。

（二）国资委192号文重在防表外、降杠杆，对央企 PPP 业务严控总量，规

范管理。实践中，央企参与 PPP 项目常见的违规现象有“财政化”（央企违背经

济性原则参与 PPP 项目）、“金融机构化”（央企依托融资便利优势，提供融资服

务，背离主业）和“业务出表”（央企通过参与 PPP 项目隐藏负债、虚增资产）

等情形
2
。上述三种现象或不符合 PPP“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股权精神，或

不符合国资委对于央企进行规范管理的相关规定。本次192号文体现了国资委对

PPP 项目的审慎推进要求，预计将产生以下影响：

第一，控制杠杆率、防止高债务。此次192号文进一步明确了风险红线，要

求央企要严格遵守国家重大项目资本金制度，合理控制杠杆比例，做好拟开展

PPP 项目的自有资金安排，落实项目股权投资资金，不得通过引入“名股实债”

类股权资金或购买劣后级份额等方式承担过多风险。债权资金安排方面则要在

争取各类金融机构长期低成本资金支持的同时，匹配好债务融资与项目生命周

期。对央企 PPP 项目运营安排、退出机制等方面也提出了要求。因此，在严格

的风控标准之下，预计前期有些签约项目可能无法落地，而未来可以落地的项

目虽然数量减少，但总体品质应有所提升。

1 财政部 50号文：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财政部 87号文：关于坚决制止地方政府以政府购买名义违
法违规融资的通知。
2“财政化”是指央企违背经济性原则，参与投资回报率过低、甚至付费来源缺乏保障的 PPP项目。从近期文件规定来看，这类项
目即便属于公共服务领域，却不适合市场化运作，应当清退出库，转由财政资金专门投入支持。此外，由于现行规定严厉禁止

地方财政（或未退出融资平台的地方国企）出资作为产业基金劣后方、变相举债，一些地方为了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在 PPP股
权项目中引入信誉度高的央企，为其他方提供担保、承诺收益等。

“金融机构化”是指央企利用自身信用等级高、融资便利的优势，盲目举债投资或为其他市场主体提供融资服务，背离经营主业。
实践中，有些非金融类的央企子企业，通过认购产业基金优先级等方式投资 PPP项目，但不参与建设或运营，实际是扮演融资
提供方角色。

“业务出表”是指央企针对国资委的资产负债率等考核，通过参与 PPP项目、将杠杆转移至项目公司实现负债出表，或将低负债
率项目公司并表、以降低自身资产负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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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将有效控制和防止央企参与 PPP 的投资冲动和投资风险。192号文从

加强央企的投资管理和参与 PPP 项目的行为管理入手，对央企当前缺乏有效控

制的对外投资行为进行了约束和规范，对可能出现的名不符实的 PPP 业务进行

了严格管控。可以预见，央企将启动一轮彻底的清查整改工作，可能带来 PPP

市场回报水平的波动，并进而影响未来 PPP 市场的投资。其中，192号文对建筑

央企的影响可能最大。建筑央企目前是 PPP 市场的主要力量。据统计，2014年

以来，中国建筑、中国铁建、中国中铁、中国交建、中国电建、中国能建、中

国中冶、中国化学八大建筑央企中标 PPP 项目的总规模约为5-6万亿元。假设平

均出资40%（考虑直接出资和购买基金中的份额），则5.5万亿总规模的 PPP 项目

需出资资本金约5500亿元。而按照50%的资本红线计算，截至2017年6月八大建

筑央企净资产合计为1.12万亿元（预计2017年末达到1.2万亿元），则八大建筑

央企对 PPP 项目的净投资规模应限制在6000亿以内。因此，现阶段八大建筑央

企的净投资额度只有500亿元，按照规定的杠杆比例推算，即使考虑到未来施工

利润留存导致净资产的增加，预计未来三年的八大建筑央企的投资空间也将受

限在一万亿以内。

首先，PPP 项目已成为基建投资的重要资金来源。根据财政部数据，截止

2017 年 9 月末，全国已执行落地项目 2388 个，投资额 4.1 万亿，落地率 35.2%。

从 2016 年以来，PPP 项目落地规模不断扩大，对基建投资支撑力度不断增强。

三、对 2018 年基建投资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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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PPP 落地项目投资额和项目落地率（2016.01-2017.09）

行业方面，市政工程、交通运输、生态建设和环保 3 类项目数量占居前三

位，合计占管理库比例 58.6%，这三大行业项目落地数量也位于前三，占落地项

目总数的 63.5%。从投资总额看，市政工程、交通运输、城镇综合开发项目位居

前 3位，分别达 3.19 万亿、3.03 万亿和 1.07 万亿，合计占全国比重达 72.2%。

地区方面，山东（含青岛）、河南、内蒙古、湖南和新疆项目数位居前列，

合计占全国项目总数的 41.6%；从项目投资额分布看，湖南、贵州、云南、河南

和山东投资额位于前 5位，合计占全国总投资的 37.2%。

项目回报机制来看，使用者付费项目 1384 个，投资 1.6 万亿，分别占管理

库的 20.4%和 16.3%；政府付费项目 2679 个，投资 3 万亿，分别占到 39.5%和

29.4%；可行性缺口补助（政府市场混合付费）项目 2715 个，投资 5.5 万亿，

占比达 40.1%和 54.3%。

其次，PPP 监管趋严将对 2018 年基建投资产生下行压力。

一是 PPP 项目退库数量增加。据财政部 PPP 中心数据，2017 年累计新入库

项目 3933 个，退库 973 个，净增 2960 个。2017 年三个季度的 PPP 项目库进出

比（新入库项目/退库项目）分别为 8.66、7.21、2.05。随着 92 号文和 192 号

文对 PPP 项目的清理，预计下阶段会有更多的项目退出 PPP 项目库。

二是 PPP 项目后续融资的难度加大。从当前基建投资/财政支出比重看，这

一比例已经接近 85%，创下历史新高。这意味着从财政拉动基建的角度看，公共

财政支出已经快要达到极限。事实上，自 2015 年以来，基建投资同比增速已经

持续下行，自 20%以上增速降至 16%左右增速（2017 年 1-10 月为 15.85%）。2016

年以来基建投资的新增资金来源主要来自地方债发行、国开行 PSL、PPP 相关投

资等，我们认为，随着监管政策对 PPP 项目的全面清理，国开行资金来源放缓，

产业基金、政府购买服务、明股实债等变相融资方式全面受限，后续再融资的

不确定性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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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余额和累计同比增速

时间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累计值(亿元） 设施建设投资:累计同比（%）

2003-12 13,694.30

2004-12 17,507.46 24.86

2005-12 22,244.86 27.05

2006-12 26,991.81 21.36

2007-12 31,362.00 16.19

2008-12 38,468.71 22.67

2009-12 54,695.67 42.16

2010-12 64,808.03 18.47

2011-12 66,945.87 6.48

2012-12 77,171.70 13.70

2013-12 93,621.02 21.21

2014-12 112,174.48 20.29

2015-12 131,265.37 17.29

2016-12 152,011.68 15.71

2017-10 140,811.04 15.85

我们认为，2018 年财政政策可能仍将保持适度宽松，预计 2018 年财政支出

年均增速在 7.0%左右，赤字率控制在 3%以内，但财政政策的重点将会进一步转

向改善收入分配和盘活存量资金，同时出于去杠杆、防风险的考虑，监管政策

对金融领域和 PPP 领域从严规范，受此影响，地方政府在基建投资上的支持力

度可能有所减弱。综合上述因素考虑，我们预计基建投资回落的趋势可能仍将

延续，2018 年基建投资增速可能会低于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