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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政策逐渐由风险化解型转变为风险防控型，相对应的，

PPP模式也由原先的鼓励推动转变为规范应用。同时，从政

策文本出发，发现政策话语体系更多地将隐性债务与项目中

的违规融资、变相举债行为相联系，从而将政府隐性债务划

分为两种类型 ：（1）救助型隐性债务，即地方政府基于市场

预期、公共责任及社会道义所需承担的政府救助义务及其相

应的支出责任。（2）违规型隐性债务，即地方政府违法违规

或变相举借形成的债务。同时，该学者基于债务冰山模型，

对PPP项目中隐性债务的类型、特性等进行初步探讨，并提

出需要对其进行穿透识别、分类应对。具体来说，针对救助

型隐性债务，需要强化前期工作，加大深度与精度，同时加

强风险应对能力，降低项目失败概率及救助型隐性债务的转

化概率 ；针对违规型隐性债务，关键在于甄别PPP项目中的

违规财政支出责任，防控违规事件发生。进一步地，基于鉴

证、监督、评价、建议与指导五大审计功能，研究提出了基

于审计视角的PPP项目债务管理体系和穿透式债务风险动

态管理模式。在当前PPP模式推广应用热潮下，PPP模式在

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异化现象，大体可分为向新的融资平台演

化、模式滥用、“公公合作”三种。为了防止PPP模式异化为

新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遏制住隐性债务风险的增长，有学

者认为政府监管部门应采取以下措施 ：（1）进一步规范PPP
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管理。（2）深化地方政府对PPP模式的

认识。（3）完善相关的法律规范。（4）健全项目风险管理与内

部控制。（5）完善项目绩效考核与责任审计。

目前，我国地方政府显性债务规模增长相对平稳、风险

可控，隐性债务的规模占债务总规模比重较大、增长较快，

其风险主要表现为存量大、增量快、结构复杂、融资成本高、

投资收益低以及无法偿还等方面。因此，对地方政府隐性债

务进行治理将会对我国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以及防范化解

政府重大风险具有重要影响。为此，有学者对我国地方政府

隐性负债形成路径和会计控制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地方

政府隐性负债的形成主要包括以下路径 ：社会保障基金缺

口、农村社会保障缺口等形成直接负债，投融资平台违规举

债形成隐性或有负债，利用政府与社会力量、社会资本合作

方式形成隐性或有负债，政府隐性担保形成隐性或有负债，

其他违规举债项目形成隐性或有负债。按照形成路径对隐

性负债进行了重分类，并提出了我国地方政府隐性负债的

会计控制策略。有学者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边界、分类估

算和治理路径进行了研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包括财政风

险矩阵中的或有显性债务、直接隐性债务和或有隐性债务。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可以分为两大类别进行估算，一方

面是地方政府直接隐性债务估算，包括养老保险金缺口形

成的刚性兑付类隐性债务、公共投资项目形成的未来经常

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 ；另一方面是地方政府或有隐性债务

估算，包括违法违规类隐性债务、地方政府承担一定救助责

任的债务。不同类型隐性债务的形成机理不一，因此，要建

立分类治理路径，全面提升财政资金统筹使用能力，完善养

老金全国统筹及医疗费用增长约束机制，将PPP风险共担

机制合理化，强化行政问责，优化债务主体治理结构，对地

方政府隐性债务进行有效治理。另有学者对地方政府隐性

债务风险及防范措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应该建立和

完善政府债务管理的各项机制，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严

格控制债务规模，积极稳妥的化解存量隐性债务，加强政府

工作人员的思想作风建设，完善德、勤、绩考核标准，健全

监管体系，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机制，从而有效防范

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还有学者结合地方政府债务

的发展历程，对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进行了分析。目

前，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主要的形成原因有三点 ：

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导致收支失衡，制度缺陷和对经济增长

的考核方式迫使债务趋向隐形化，供需环境和经营能力导

致隐性债务风险增大。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所要面临的

主要问题是隐性债务风险正在转化为金融风险，且其风险

化解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为此，该学者建议应摸清债务底

数，严格管控债务发行条件，有效控制债务增量、化解存量，

逐渐转变政府职能，改善支出结构，明确各级政府事权，减

轻地方政府支出压力，强化金融监管，规范市场秩序，从而

实现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目标。

近年来国家审计在地方政府债务监管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有学者基于我国 30个省区市（未含西藏）2010至 2015

年的地方政府债务和审计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债

务风险与国家审计功能发挥显著负相关，国家审计功能发

挥越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越低。进一步研究发现，财政透

明度越低的地区，国家审计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作用越

显著，意味着较高的财政透明度能够降低地方政府债务风

险防范对国家审计的高度依赖。因此，该学者提出在防范地

方债务风险时应当明确国家审计监督的重要地位，充分发

掘国家审计潜力，并且要做好信息披露，有效提升财政信息

的公开性和透明性。

五、政府成本会计理论研究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政府的职能范

围也越来越广，公共支出日益庞大，政府也面临着巨大的支

出和债务压力，传统的政府会计已经难以反映政府的运营

结果以及满足政府绩效管理的需求。因此，成本会计的构建

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重要的一环，伴随着我国政府会

计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会计体系也要与我国的治理模式

相适应。国务院批准了《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定

改革方案》，提出了要在 2020年之前完成建立具有中国特色

的政府会计准则体系和权责发生制政府财务报告制度的基

本目标，在此基础上，要加强推进包括政府成本会计在内的

有关改革任务，从而进一步降低行政成本、提高政府行政效

率以及优化配置资源。

（一）基于内部控制的政府成本会计研究。近几年，随着

我国政府会计制度的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政

府成本会计体系的构建进行研究。一方面，这些研究成果有

助于降低政府成本、优化资源配置 ；另一方面，可以提高政

府工作人员的节约意识。有学者认为，内部控制在制度保障

和实施条件方面对于政府部门成本会计构建具有深远影响，

将内部控制科学的管控理念和技术方法引入政府部门成本

会计构建意义重大。鉴于此，该学者基于内部控制着重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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