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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定力 规范发展 推动PPP行稳致远
财政部金融司司长｜王毅

PPP在中国是一个新生事物。四

年多时间，从数据看成绩斐然。已入

库8000多个项目，计划投资额13万

亿元，跟90万亿元GDP规模相比也

不算小。从落地数看，签约项目7万

亿元，开工建设3万亿元，再加上项

目库以外的“漏网之鱼”，PPP市场远

大于财政部的统计数据。当然，各方

对PPP有一些不同想法、不同看法。

有人认为需求巨大、市场广阔；也有

人认为，PPP堆积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简单地将PPP投资与地方隐性债务划

等号，2018年以来，中央明确要对地

方政府隐性债务问责追责，开始“打

退堂鼓”。PPP到底该怎么干，值得大

家共同思考。 

从微观层次看，如何实现PPP项目

可持续？ 

PPP项目本质上是一个投资项

目，必须要遵循投资项目最基本的规

则。正所谓做生意是要有本钱的，投

资项目要求资本金自有，需要有合理

的融资结构。把资本金加融资都认定

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太大了。

但如果资本金是债务性资金，项目全

部投资都是融资，要求将PPP都视为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恐怕也没有什么

理由反驳。 

干成项目的关键是项目自身要有

收益，要有回报。地方政府承受能力

有限，项目收益不能完全依赖政府。

目前入库项目中政府完全付费项目占

38.5%，这个比例高不高不好判断。但

要强调的是，如果太多项目靠政府付

费，恐怕政府难以承受，最终无法履

约。因此,要鼓励地方政府拿出切实

可行的好项目来，鼓励社会资本开动

脑筋、贡献智慧，挖掘项目本身的市

场潜力，开发更多自身具有稳定现金

流的项目。 

PPP作为投资项目，也有自身的

特点，就是长期运营。社会资本不能

只搞建设，要负责项目运营，参与政

府治理。项目运营不能只管一年两

年，要实现全生命周期管理。干PPP

是细水慢流，要着眼长远，参与长期

可持续回报的项目，不能抱有“干一

把就跑”的想法。 

如此看来，要真正落实PPP的内

涵，即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现实

中Public很多，Private不太好找。有的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当社会资本方，这

是政府左手牵右手，不是PPP。有的

项目全靠金融机构贷款，政府和社会

资本方都不拿出真金白银来，这是银

行对银行，也不是PPP。这些做法都

不可持续，兔子尾巴长不了。 

从中观层次看，如何落实好地方政府

的主体责任？ 

PPP项目的责任主体在地方。绝

大多数PPP项目由市、县级政府决策，

地方政府负主体责任。中央部门不会

搞新的行政审批，新设门槛。没有一

个部门承诺进了平台、项目库就是进

了“保险箱”。财政部项目库是信息汇

总和公开的平台，不会给任何项目“站

台”，不能认为入库就万事大吉。如果

以入库作为贷款条件，说明金融机构

没有切实承担应尽责任，在给自己找

免责理由。今后出现不良和风险，仍

然要追究责任。 

对地方政府10%的财政承受能

力也要有个客观的认识。几年摸索下

来，财政承受能力10%的红线是共

识。8%是不是更好更谨慎？ 12%是

不是能干得多一点？这不是爱因斯坦

发现的精巧公式，没有人完全说得清

楚，只是一个经验数值。但既然有共

识，就要遵守。目前10%的分子、分

母限定在一般公共预算。一些地方同

志建议，将分母扩展到包括政府性基

金预算、社保基金预算和国资预算在

内的“四本预算”，目的是做大规模。

但做大规模的方法，最简单的是直接

提高比例，比如提高到20%。为什么

不行，主要还是考虑财政承受能力。

“四本预算”的钱各有各的用途，不少

地方社保基金已经有缺口，用社保基

金做分母显然不合适，土地转让收入

也已经安排了很多项目。因此，要坚

持10%的比例，坚持分子、分母都是

一般公共预算。 

10%是财政承受能力的红线，是

政府承担PPP项目支出责任的“天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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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2017年全国财政支出20万亿元，

扣掉一些不干PPP的发达地区，按

10%的比例计算，财政承受能力的上

限还不到2万亿元。财政承受能力和

投资额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的关系，

财政承受能力的2万亿元并不意味着

投资额是2万亿元。考虑到使用者付

费和项目自身经营性收益，项目投资

额比10%的财政承受能力要大得多。 

从宏观层次看，如何构建行稳致远

的长效机制？ 

首先还是需要认识上清晰，不能

在经济热、防范债务风险的时候，把

PPP视为洪水猛兽，把PPP项目当成

堆积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罪魁祸

首；在经济下行有压力的时候，又把

PPP当成拉动投资的工具。简言之，就

是不能打摆子，不能把PPP做成熨平经

济周期的工具，要保持战略定力，咬定

青山不放松，规范实施才能行稳致远。 

PPP行稳致远的关键是回归本源。

PPP本源是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

效率，不是简单的融资工具。单纯讲

融资，可以直接动员、号召金融机构

上；单纯讲建设，可以直接要求中建、

中铁等建筑企业上。PPP关键是引资

引智参与政府治理，发挥“专业人干

专业事”优势，改善公共服务。从本源

看，PPP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空间。 

中央层面的重要职责是完善制度

体系。目前财政部正在配合司法部抓

紧推进PPP条例出台，各方面共识越

来越多，可以预期这项工作会尽快往

前推。条例出台之前，财政部将从厘

清PPP项目政府支出责任与地方政府

隐性债务的边界、加强规范管理等方

面出台实施意见，明确正负面清单，

强化正面指引。 

从国际PPP发展情况看，也值得

我们反思和警惕。美国PPP发展时间

长，但项目并不多。英国经验丰富，但

2018年也暴露了卡莉莲公司破产的案

子，公司参与的大量公共项目受到冲

击。在和日本央行代表处会谈时，他们

表示日本做PPP十几年似乎也不太成

功。这些足以让我们反思，我国PPP之

路该怎么往前走？现在中国经济发展

阶段跟他们不同，投资需求巨大，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为迫切，在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

下，各级地方政府扑下身子、撸起袖子

加油干，PPP市场也该更加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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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财政干部
广东省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戴运龙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对忠诚干净担当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

述，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党员干部为什

么要忠诚干净担当、怎样做到忠诚干

净担当等重大问题。从这些重要论述

中，可以深刻领会践行忠诚干净担当

的要求、方法，同时也能深刻感受蕴

含其中质朴真挚的为民情怀、许党许

国的担当精神。忠诚是为政之魂，干

净是立身之本，担当是成事之要，三

者之间相辅相成、有机统一，共同铸

就着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范，共同诠释

着党员干部的政治本色。财政是国家

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部门首

先是政治机关，应坚持更高标准、更

严要求，切实将忠诚干净担当体现在

思想上、落实到行动中，做忠诚干净

担当的新时代财政干部。

永葆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

对党忠诚是党员干部最基本的

政治要求，也是党员干部应当具备的

最重要的政治品格。作为一名共产党

员，必须始终牢记入党宣誓时的庄严

承诺，坚守对党忠诚。

用理想信念支撑忠诚。理想信念

是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是党员干部

安身立命的根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是因利益而结成

的政党，而是以共同理想信念而组织

起来的政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保持对

党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是共产党人

经受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财政干部

要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

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增强理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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