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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地区（主要是指狭义上的中

亚五国，包括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

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哈

萨克斯坦等）是连接东部亚太经济圈

和西部欧洲经济圈的关键节点，其经

济社会法律环境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水平对“一带一路”建设的落地实施

具有重要影响。

从地理区位角度讲，中亚位于欧

亚大陆的腹地，连接东亚、南亚、中亚、

中东和欧洲，是东进西出、南上北下

的必经之地。从经贸往来角度讲，中

亚地区是实现资源优势互补的重要合

作平台。中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发布

的2016年《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

显示，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超过65%，

进口渠道单一，严重威胁我国能源安

全；而中亚地区油气资源丰富，能源

经济是各国发展重点。从国际合作角

度讲，中亚地区与我国已普遍形成长

期坚实合作基础，睦邻合作较为成熟。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实现我国与

中亚地区互通有无、共谋发展的重要

前提，是加快“一带一路”建设落地、

打造“一带一路”合作范本的先决条

件。但从目前来看，中亚五国经济实

力整体偏弱，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

制约着“一带一路”框架下国家治理

结构的改善和区域发展水平的跃升。

PPP模式作为一项牵引性很强的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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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机制，能够推动宏观顶层设计完

善、中观机制模式创新、微观综合能

力提升，有效破解中亚地区基础设施

建设的困境。

PPP模式能有效破解中亚地区

基础设施建设困境

一是有利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激发“追赶效应”。PPP模式通过推动

跨国家、跨区域的长链条合作，有助于

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加快提高相对落后地区的基建水平，

在一定程度上弥合区域间发展差距。

二是有利于形成统一的“游戏规

则”。PPP模式遵从法治意识、契约精

神和竞争规律，强调统一、规范、透

明的大市场，有助于放宽准入门槛、

打破地域垄断、推动对外开放，形成

一致的交易语言体系，促进信息对称，

加快要素流动。

三是有利于风险共担和利益共

享。科学合理的风险分担和利益分享

机制是PPP模式合作的基石。加快中

亚五国PPP模式发展应用进程，推动

政府和企业全生命周期合作，可以有

效降低企业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

的政治风险、法律风险，给企业吃下

“定心丸”，让企业敢于投资、放心投

资，让当地民众尽早、更好地享受到

高质量的公共服务。

四是有利于中亚地区引资、引技、

引智，全面提高基建能力。PPP模式

将政府、金融资本、专业资本和第三

方机构等撮合在一起，通过资金、技

术、知识的深度融合，充分发挥各方

比较优势，实现全流程供应链管理，

可以显著提高中亚五国基建综合能

力，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运用PPP模式助推中亚地区基础

设施建设的政策建议

一是推广宣传PPP理念。加强我

国与中亚地区PPP制度规则的对话交

流，不断深化PPP合作共识，加快完

善我国独立、完整、有特色的PPP制

度体系，分享我国“法律政策、机构建

设、能力建设、示范项目、国际合作”

五位一体的PPP发展经验，引导中亚

地区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激励

相容、全生命周期的PPP核心理念，

推动中亚地区构建统一、规范、科学

的PPP市场规则。

二是切实加强国际合作。通过与

国际知名咨询机构、跨国公司、国际

金融机构等的深度合作，搭建促进中

亚地区互惠互利、协同发展、共同繁

荣的PPP合作平台。以中亚地区相对

较发达的哈萨克斯坦作为突破口，同

时注重支持中亚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

施项目，弥合中亚五国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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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平衡，奠定中亚五国实现跨越式

发展的硬件基础。

三是积极探索面向中亚地区的

PPP投融资机制。以PPP基金为重点

推动多边金融合作，建立健全PPP模

式下针对中亚地区的多元化投融资机

制。有效利用1800亿元PPP融资支持

基金和丝路基金的既有资源，引进亚

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亚洲基础设

施投资银行等多边开发机构，提高对

中亚地区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领域的

资金支持力度，优化中亚地区PPP项

目融资环境；结合区域、行业和项目

特征，探索设立不同类型的“一带一

路”PPP子基金，并借助PPP基金这一

综合性平台，更高效地“走出去”，充

分发挥我国基建企业技术优势，提升

海外投资经验。

四是加强技术与人才资源的交

流。充分发挥国内现有知识平台优

势，加大国内外学术交流、人才双向

培养等战略合作力度，围绕中亚地区

PPP发展重点和跨区域PPP合作难点，

提供战略研究、政策咨询、人员培训、

项目开发等多层次、多维度的知识服

务产品。通过共享PPP最佳实践案例，

提供创新解决方案，解决PPP进程中

出现的各类问题；提升中亚地区政府

官员开展PPP论证分析的能力，以及

参与、规划和实施跨区合作PPP项目

的能力；努力建立中亚地区的PPP智

库网络，打造PPP战略研究和知识共

享资源基地。

（作者单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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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宏大皆由基石所起。乡镇财政所，正是我

们宏大的财政系统中一块块坚实的基石。这些财政

所，有的在东海之滨，有的在雪域之巅，有的在草

原深处，有的在莽莽大山。他们默默扎根基层，服

务一方百姓；他们不为众人所知，但却不该被遗忘。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中国财政》特别

策划推出“寻找最美财政所”活动。

活动理念：

最美财政所,美在外部环境、美在内部管理、

美在责任担当、美在服务风采、美在脚下的泥土和

心中的真情......“最美”的概念广泛，展现的是基层

乡镇财政工作的奉献和进取精神。“最美”的形式多

样，展现的是独特的地方特色和人文情怀。

表现形式：

全媒体报道。通过《中国财政》杂志、微信公

众号等媒体平台为读者提供文字、图片、视频等全

方位多媒体的报道。后期拟评选出若干“最美财政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中国财政》“寻找最美财政所” 特别活动征稿启事

所”、最佳组织奖等予以奖励，向全国财政系统宣传

展示。

来稿要求：

1. 文字类稿件：对“最美财政所”的文字性描

述稿件，要求内容真实、鲜活、有感染力，配相关图

片，字数为3000字左右。 

2. 图片类稿件：体现“最美财政所”的组照，要

求每幅图片均为真实、生动的清晰大图（大小为2M

以上的JPEG格式原片），配简要文字说明。 

3. 视频类稿件：体现“最美财政所”的视频作

品，要求时长不超过5分钟。

采访线索、来稿请于2019年10月1日前发至

《中国财政》公共邮箱csf187@263.net，稿件注明

“寻找最美财政所活动+省市名称”。

联系人：刘永恒

电 话：010-88227038

中国财政杂志社财政编辑中心

经济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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