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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原则和行为规范。其次，应针对

PPP各环节制定规范性指引或指南。

（二）建立专门管理机构

PPP管理机构不仅是PPP健康发展

的必要保证，也是我国转变政府职能，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目

前，我国PPP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

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基于此，我国可

以借鉴国际经验，构建PPP管理的专属

组织架构。首先，在机构设置上，从国

家层面出发，将 PPP 管理机构的设置过

程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试点阶段，

即在地方政府的某个部门设置工作小

组作为试点。第二阶段，巩固阶段，待

试点小组取得成功后，将其逐渐发展为

一个独立部门，该部门应作为地方发展

PPP的专属管理机构。第三阶段，完善

阶段。当各个地方的专属机构及政策指

南等发展比较成熟时，将其整合，建立

国家层面的 PPP 专属管理机构。这样逐

渐深化的政府机构改革可以有效减小行

政体制改革阻力。其次，在管理机构设

置的基础上明晰各项职责的分配工作，

特别是政策制定、项目审批、资金分配、

项目监管以及技术培训等职能的部门归

属。

（三）规范财政管理办法

从国际实践来看，各国PPP的财政

管理办法共分三种模式，分别为预算管

理、或有债务管理和分类约束管理。我

国目前适宜采用或有债务管理模式。这

是因为，预算管理模式要求政府实行中

期财政规划，将PPP以权责发生制为原

则，计入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但是我国

尚没有建立中期预算管理框架，也没有

使用权责发生制，缺少使用预算管理模

式的硬性条件。当然，我国PPP处于发

展的初期，即使具备了这些的硬件条

件，预算管理模式也不适合加强基础建

设的要求。而分类约束管理模式要求对

于每一类PPP合同都出台专门法律或政

策予以规范和指导。在实践中，PPP合

同种类繁多复杂，若以分类约束进行管

理，从我国法律框架看，这种设计不能

保证PPP管理的可持续性。采用或有债

务管理模式，PPP不会直接增加政府的

支出或债务压力，有利于缓解政府的短

期预算压力；同时也将PPP纳入到了政

府的财政管理框架之内，保证了PPP财

政管理的规范性和可持续性。

（吴卓瑾为世界银行中国、蒙古和

韩国局首席经济学家 乔宝云为中央财

经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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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内黄：

桃乡农民喜售“丰收果”

河南省内黄县豆公乡积极发展生态农业。作为中国

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基地，全乡种植桃林2

万亩，共有7个品种、40余万株，年产优质大桃3.2万吨，

产值可达3800万元，成为当地农民的“致富果”。

 （王子瑞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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